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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13-19日，越南首都河内迎来了引人注目的“APEC周”。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

的高官、部长和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新落成的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一年来最重要的APEC系

列会议。尤其是18-19日的领导人会议，由于有中、美、俄、日等世界大国领袖的出席，更为

世界所瞻目。 

  2006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走向充满活力的大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会议的主要成果 

  今年的APEC峰会是在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和区域合作不断发展、而世贸组织多哈谈判陷

入僵局、全球和地区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举行的。河内峰会取得了如下几项

主要成果： 

   

  第一，单独发表了《关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议程的声明》，表达出支持全球多边贸

易体制的强烈决心。APEC领导人不仅在声明中呼吁立即重启并及时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而

且承诺削减本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以实际行动促成多哈谈判。 

   

  第二，批准了旨在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河内行动计划》。该计划是

为贯彻去年APEC会议提出的“釜山路线图”而量身定做的。它为“釜山路线图”制定了详

实的“细则”，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照顾到了各方利益。《河内行动计划》被认为是

今后15年APEC开展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基础。 

   

  第三，发表《河内宣言》，呼吁通过各种具体措施和能力建设实现茂物目标，包括：到

２０１０年，将贸易交易成本在现有基础上再减少５％；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进一步促进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防止侵权行为；简

化繁琐程序，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第四，通过了有关APEC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为保持APEC的活力与效率，2007年将继续

推进改革，主要包括加强秘书处的工作，改善各成员的相互联系及制定更明确和更集中的议

程三个方面。 

   

  第五，重申APEC反恐的重要性，以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对2006年提出

的反恐新倡议予以肯定。 

   

  第六，领导人同意扩大和加强在防止流行病和灾害管理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以保

障本地区人民的安全和健康。 

   

  第七，《河内宣言》提出通过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把APEC建设成为一个更具活力与和

谐的共同体。这是首次将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引人APEC领导人的宣言中。 

   

中国的主张与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加强APEC建设、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造福亚太人民出发，

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一、维护和平稳定；二、促进共同发展；三、实现合作共赢； 四、奉



行开放包容。 

   

  此外，胡锦涛主席还就APEC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任务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要积极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第二，要努力实现茂物目标；第三，要推动经济技术合作。 

   

  胡锦涛主席还代表中国政府提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港口服务网络，并宣布将向亚太经合

组织支持基金捐款二百万美元，用于推动本地区经济技术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峰会发表的《河内宣言》已对中国的上述提议和捐款表示欢迎和肯定。 

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遭搁浅 

  在河内会议上，美国试图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倡议却遭搁浅，颇值关

注。 

   

  该倡议最早是由加拿大在2004年的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会议上提出的。加拿大建

议在2007年之前，成立由APEC现有21个成员组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而APEC内部的各

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则全部取消。APEC将正式机制化为一个有约束力的超大型的多边

自由贸易区。 

   

  此倡议一出台，便在APEC成员中引起争议，多数发展中成员认为“亚太自由贸易区”

将彻底改变现有的APEC机制，需要慎重研究；但主要发达成员却认为它是实现亚太地区贸

易自由化的有效手段。当时美国因把精力集中在多哈谈判上，主张先放一放再说。 

   

  事隔两年之后，此倡议再度被提出，而令人玩味的是美国的态度出现大改变，由保留转

为带头提倡，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2005年美国推动的 “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遭到失败，促使美国重新将目光转向

APEC，通过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来保证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其

次，2006年多哈谈判破裂，迫使美国从多边体制转向区域一体化，而“亚太自由贸易区”一

旦建立，即可成为美国向WTO施压的一张王牌。三是美国担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之外，试图以“亚太自由贸易区”来取代提议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据研究，东亚自由

贸易区建成后，由于美国不是成员，每年至少将损失250亿美元的出口。 

   

  “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一旦付诸实施，将彻底改变APEC的原则和模式，发达成员和

发展中成员将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的倡议遭到搁浅，也在情理之中。尽管《河内

宣言》同意将该倡议作为一项长远目标进行研究，但在短期内它要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几乎

是不可能的。 

茂物目标的旗帜绝不能丢 

  不管“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出于何种考虑，它已经对茂物目标造成了冲击。APEC的

当务之急，是保证如期实现茂物目标。这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能否真正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使APEC成员分享其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各成员的政治承诺能否兑现的问题。 

   

  为了保证茂物目标的实现，2005年APEC会议提出了“釜山路线图”，本次会议又出台了

《河内行动计划》，制定出通往茂物目标的更详细的步骤。但是，APEC实行的是非约束性

原则，因此各成员对茂物目标的态度至关重要。2010年就在眼前，发达成员应当努力在执行

茂物目标上做出表率而不应当再相互观望和推委。另一方面，APEC需要进一步加强单边行



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继续完善监督和评审机制，这样才能保障茂物目标的实施。而茂物

目标的成败，将关系到APEC的前途与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