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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中国与APEC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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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要介绍APEC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APEC对于中国在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以及其他领域方

面的重要性，并论述了中国对于APEC的作用与贡献。最后分析了中国与APEC的合作前景及其对全球经

济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APEC合作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是由位于亚

洲与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参加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拥有包括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内

的21个成员体。APEC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深入地开展该地区的经济

技术合作。

一、中国与APEC在发展过程中的互补性

(一)APEC对于中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自加入APEC组织10多年来，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地提升，为中国更加积极

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APEC会议也为中国领导人同APEC组织

各国领导人增进相互了解、信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APEC对于中国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同APEC组织成员体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外贸总额节节攀升。据统计，近

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70％以上是与APEC成员之间进行的，引进外资的70％以上也是来自APEC成员

体；1999年中国进出口总值的75．13％是同APEC成员体进行的，总额达到2 709亿美元，当年中国新

签外商投资合同总金额为412．4亿美元，其中来自APEC成员体的投资达309．2亿美元，占中国当年新

签合同外资总额的74．97％；环太平洋地区是中国对外经贸和招商引资的战略要地，流人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80％以上是来自亚太地区。由此可见，APEC已经成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环境和要素流入

渠道，而参与APEC是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中国在经济合作层面上对

APEC的依赖正逐步加深，APEC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重视同亚太国家在多个层面、

多个领域发展双赢、互补、互利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同APEC成员体发展这种关系是符合我国国家根本

利益的重大举措。积极参与APEC组织的经济合作，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对于

中国在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分工中巩固加深自身地位，对中国与APEC成员体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稳

步发展和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地缘政治方面。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增加了对中国

的戒心，而某些西方国家借此对中国实行地缘政治遏止策略，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限制中国外交、经

济、资源的开拓空间。在这种情况下，APEC组织的各种活动为中国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政府以

APEC为平台，积极合理地利用参加APEC组织的活动，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中国“强大了，也不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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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承诺，宣传了“安邻”、“富邻”、“与邻共荣”和“和平崛起”新外交政策，以消除有关国家的疑

虑，增强双方的信任和合作。因此，通过与APEC成员体双边或多边沟通，尤其是与中国还有悬而未决

问题的成员体的及时磋商，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要形式，以互惠互利增加理解和信任为主要宗旨，渗透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和周边地区

氛围，这对于消除中国威胁论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3．其他领域。APEC是倡议科技合作的重要舞台，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其社会与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需要当代先进的科技和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才来支撑，因此进行科技交流，开展科

技合作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国应充分利用APEC这一平台，提出我国希望同亚太乃至世

界其他地区经济体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主张，促进中国同APEC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以推动我

国的科学技术进步。

二、中国对于APEC的作用与贡献

自加入APEC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APEC其他成员体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进步已经做出

了并将继续做出显著的贡献。中国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一直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亮

点：1980～199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0．1％；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 277亿元，1991～1995年年

平均增长率为11．6％；1996～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8．3％，2000年的中国国民生

产总值已超过8万亿元。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着外贸进出口量的大幅度增长，具有非常强烈的开放型增

长特性，而外贸出口又刺激经济增长，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逐年增加，进出口

数额在逐年攀升：1980年，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1991年为33．4％，1994年达

43．72％，以后一直在40％以上，2000年为42．22％；而1989年出口591．4亿美元、进口657．4亿美元、

贸易总额124．8亿美元，1995年出口1 320．8亿美元、进口1 153．9亿美元、贸易总额2 474．7亿美元，

2000年出口2 231．4亿美元、进口1 965．8亿美元、贸易总额4 197．2亿美元。APEC组织成员体是中国

外贸的主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型持续高速增长大大地拓展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对APEC各成员

体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中国大陆地区的进口有90％是来自APEC成员，因此中国外贸的增长

必然也带动了APEC成员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开放有利于促进APEC成员体产业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其自身的巨大市场

和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这部分投资主要来自于APEC的发达成员体如台湾、香港、美国、

日本、新加坡、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且占外资投资总额的90％以上，而且投资的规

模一直在持续性地扩大。同时，中国大陆地区对这些发达的APEC成员体的出口增加恰好反映了这些

APEC成员体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促进了这些APEC成员体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学技术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大陆地区在不断吸引大量来自

APEC发达成员体的投资，加速中国大陆地区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进程的同时，也在进行自身产业结

构的优化。过去的实践证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大批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在技术上和产品档次上实现了大

幅度的提升，同时也使技术上复杂的机电产业和重化产业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一变化扩大了

中国大陆与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APEC成员体之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增强了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

从而也为这些APEC成员体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口]。

三、中国与APEC合作前景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

中国与APEC合作有良好的前景，对全球经济发展也会有重大的贡献。在中国加入APEC组织后，

参与了亚太地区各个层面各个级别的经济技术合作，这对于中国学习借鉴其他APEC成员体的成功经验，

深化国内的相关体制改革，转变国内产业发展方式，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加深和巩固

发展中国同亚太国家和地区及周边重要的成员体的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更加深入参与到全球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对我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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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加入WT0与参与APEC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国加入世wT0并不意味蓿中国同APEC的

关系壹憩蕊骧远，审国会与APEC其豫裁员体在多个领域多个层薅继续署展会终，取长补短，充分糕罴

相互之间的互补性，达到双赢的结果口]。

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体的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黪4s％，匡蠢生产总值之纛约占繁冥的S5％，贸易额约毒麓界总量的4≯％。驻太遗区经济的走势荚系骛

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中国积极参与、积极推动渡太地区的互利合作，活跃在溉太经合组织这个多边舞台

上，对巾国本国经济，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亚

太大家纛瓣一员，中国与APEC各个成员俸憋曩凌必将更熬有裁予鬣太逢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有囊

于亚太各成员共同繁荣。中因和APEC之间有着良好的互补性，在今后中国与APEC的互动中，珂以很

好的发挥各自的优势，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中圜与APEC合作加深，中国

与APEC翡互动也必将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超裂重要酶作焉，中国在APEC框架蠢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做出更大的贡献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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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s of briefing APEC background，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APEC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regional politics and other fields of China．It also expounds Chinas role con—

tribution to APEC．At last，it analyzes the prospect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PEC，and its contri—

bution to glob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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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召开农业自然灾害减灾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蠢孛重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自然灾害减灾专她委员会、审逞可持续发震磺究会W持续农业专业委员会、中
国农学会农盈气象分会、自然灾害学掇缡瓣帮、孛鬻农盈科学院农遂环境与胃持续发震磷究所联含主办酶“农她自
然灾害减灾理论与实践重大学术问题研讨会”定于2006年10月17～20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1．会议主题 农业自然灾害减灾的理论、技术及应用。
2．主要议题 农业自然灾害减灾的理论和方法；农业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评估；农业自然灾害防治减灾技

寒；农鼗鑫然灾害聚l险分析、谬价与风险转移技本；薪农参重建设审憋防灾减灾对策骚究；其它。
3．会议出版物所有被会议录用的论文，将被收入《自然灾害学报》2006年第6期。
4．重要期限 2006年8月31日论文投稿截止；2006年9月30日发论文录用通知和论文修改意见；2006年

10月17日提交最终论文，代表注册。
5．投羲要求 严格按照《自然灾害学报》的要求撰写，具体要求请代表自行查找。～律通过电子信箱提交Word

文穰。请在主题处标示“农鲎减灾学术会议镊文”字襻。电子蔫籀：chunyanyrx@yahoo．com。cn
mywyfe@t26．com：论文经评审泶用后通知作者交纳版面费。

6．会议费用论文版面赞：按《自然灾害学报》的要求收取，论文全文控制在6页(印刷版)之内，超页费用
加倍。注册费：会议收取代表注册费，代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考察费：会议将组织进
行农业自然灾害静野终实遣考察，费震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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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分会 自然灾害学报编辑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2006卑7月12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