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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77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 月 25 日 

 

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圆桌 15 

亚洲新潮流：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互动和一体化 

 

时间：2014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 30 分 

地点：BFA 大酒店二层云亭 

主持人：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 

嘉  宾： 

上合组织秘书处秘书长 Rashid Alimov 

日本 - 东盟中心秘书长 Masataka Fujita 

亚信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 宫建伟 

韩国 - 东盟中心秘书长  KIM Young-Sun 

亚洲合作对话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Bundit Limschoo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处秘书长 Arjun Bahadur Thapa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杨厚兰 

中国 – 东盟中心秘书长 杨秀萍 

亚欧基金秘书处总干事 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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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亚洲各国合则利、斗则损。亚洲崛起来之不易，联合自强才是沧

海正道。 

 今天亚洲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稳定上升板块，也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高地，区域合作势如春潮百花齐放，初步形成了各自

区域全覆盖、各机制相互补充借鉴的复合型区域合作网络。 

 亚洲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地区，但依然面临贫穷、国际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等问题。 

 亚洲新潮流是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互动和一体化，亚洲与任

何其他区域相比，重要性不可小觑。 

 在地区合作过程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对话。如果没有对话，无论

形成什么机制，最终都无法真正推动地区合作。 

 

概要: 

亚洲区域合作符合各国利益 

刘振民表示，亚洲各国合则利，斗则损。亚洲的崛起来之不易，

联合自强才是沧海正道。当今亚洲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稳定

的上升版块，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高地。区域合作百花齐放，初步

形成了复合型的区域合作网络。纵观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亚洲区域

合作凝聚了厚重的历史积淀，顺应了世界和地区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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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指出，当前，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各国

利益交融，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独谋发展或独善

其身，共同发展和联合自强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区域化、

一体化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趋势。 

刘振民表示，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践行者，也是亚洲命

运共同体的坚定推动者。中国自 25 年前成为东盟对话伙伴以来，广

泛深入参与地区合作。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携手共建更为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方去年完成了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和

东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致力于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

正在进行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 

杨厚兰表示，共赢、和平、繁荣是整个亚洲合作的大趋势，也

是亚洲各组织共同的目标。目前，亚洲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合作期，

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合作日益加深，

人员网络日益密切。区域国家选择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命

运共同体所代表的包容、互动和一体化，在亚洲正在逐渐形成。 

杨厚兰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亚洲重要的经济体，10 年来，

都取得快速增长，对亚洲和世界的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中日韩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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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从 1999 年到目前为止，虽有一些挑战，比如政治互信以及

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等，但大趋势仍是合作。 

各国该如何坚持合作共赢？ 

Arjun Bahadur Thapa 表示，亚洲新潮流是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包

容、互动和一体化，亚洲和任何其他区域相比，重要性不可小觑。

在地区合作过程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对话，如果没有对话，无论建

立什么样的机制，最终都无法真正推动地区合作。对话是在地区合

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形式，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基

于亚洲各国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所以各国应共同加强合作，

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张炎表示，整个亚洲地区已有很多项目推动互联互通。在此背

景下，亚欧基金会亦将把推动亚洲、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人

员之间的交往作为工作重心。其中，当然还涉及到文化和其他一些

领域的交往和交流。亚欧基金会将继续关注年轻人，积极推动亚欧

两个大洲之间青年人的交流，推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对

话。 

Bundit Limschoo 表示，亚洲经济合作的成功表明，亚洲在市场

一体化或市场应用方面的努力非常重要。所以，不要重复别人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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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从提升亚洲长期发展方面着手。同时，也应把注意力放在中

小企业上面，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发展空间，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更

高附加值的生产，为他们的技术发展研究、人力资本开发提供协助。

“一带一路”愿景能让亚洲区域和更广泛的区域联系在一起，在打

造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亚洲合作对话也

有用武之地。希望通过该合作，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一些工业区或

工业园，并涵盖一些智能型行业的发展。从长期来讲，希望能够找

到“一带一路”和亚洲对话合作之间的互补关系。 

刘振民指出，区域合作是完善地区治理、也是助力亚洲崛起的

重要手段。各国都应坚持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大方向，将区域合

作放在本国发展和对外战略布局的优先位置，增加积极、良性互动。

同时，各国应努力增进互信，弥合分歧，求同化异，为深化区域合

作和一体化，夯实基础，创造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