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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8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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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 

 

时  间：2016 年 3 月 25 日下午 3 时 45 分至 4 时 15 分 

地  点：BFA 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孔雀 1 厅 

主持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顾问 姚望 

对话嘉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阿斯塔纳经济研究院主席 Asset IRG ACIYEV 

 

概  要: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即将落幕，今年年会的规模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 

亚洲新未来 

周文重表示，为期 4 天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即将落下帷

幕，本届年会规模在历届年会中是比较大的一次：无论从参会的代

表人数，还是从活动的场次来说，都比过去增加很多。最后统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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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 88 场活动，其中 1 场是开幕大会，51 场分论坛，15 场圆桌会

议，5 场主题餐会，10 场对话创业者，6 场电视辩论，加上今晚的闭

幕晚餐会。 

周文重介绍，本届年会出席代表总数是 2100 人，分别来自 6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外政府领导人 13 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和部

长级的官员 94 人；参会代表中企业代表是 1122 人，世界 500 强企

业有 200 多家派出高管参会。本届年会，中外领导人的演讲引起亚

洲及亚洲以外媒体和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讲话主要关注点是“亚

洲的未来”，本届年会的主题就是“亚洲的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年会期间，与会代表、中外领导人都聚焦了这个主题，共同展望了

亚洲的未来，也一起描绘了亚洲的新愿景，很有意义。因为，现在

普遍对亚洲经济形势有一些担忧。 

周文重指出，总的来讲，亚洲区域现在增幅还在世界前列，但

与过去比，自身增速有些下降，大家也都在思考，亚洲今后如何保

持继续发展、持续增长？动力来源在哪儿？活力应该如何发掘？这

些问题在整个年会的分会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讨论。 

周文重表示，有个共识与大家分享：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

认为，大家对世界经济前景的看法过于消极，信心和情绪的下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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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经济的下行——这是年会期间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一个共同

的感受。代表们都认为，从根本上讲亚洲经济的新活力来自于结构

性改革，这也体现在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副理事长的讲演中。福

田康夫谈到了全球化——世界贸易需要新的驱动力；他也讲到东盟

10+6 还有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个可能就是亚

洲地区新的驱动力来源；福田康夫也讲到要推动新的创业精神，推

动新的创新精神。 

周文重介绍，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此次提出，中国经

济完全可以实现平稳的新旧动能转换。增速放缓是有质量的主动调

整，经济不会硬着陆。希望媒体朋友们注意到上述二位对当前亚洲

经济形势总的看法。 

周文重说，此次论坛代表们对“供给侧改革”也很关注，也谈到

中国供给侧改革并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论坛有一场分会叫做“中

国经济加减乘除”，加法如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减法如去库存、

去产能、去杠杆，加法跟减法要一起做，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调对

接。这些观点希望大家都能加以报道，并且再此基础上加以总结，

抓住这个很重要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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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博鳌亚洲论坛继续“走出去” 

 

周文重表示，希望借闭幕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分享论坛 2016 年

下一步工作规划。博鳌亚洲论坛准备于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哈萨

克斯坦举办“丝路国家论坛暨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会议”。哈方合作伙伴为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双方共同主办。重点是

讨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问题。届时，将会邀请“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

共同探讨两大倡议的对接和合作机遇。 

Asset  IRG  ALIYEV热烈祝贺第 15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功

举办并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东方的达沃斯，促进了亚太经济

的一体化，也助推各国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 

Asset  IRG  ALIYEV 表示，今年 5 月，哈萨克斯坦将会举行

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很重要的一场会议。这场论坛活动将讨论如何把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还将讨论亚洲地

区的能源资源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与欧亚经济

联盟合作的问题。该会议还将讨论“新经济的现实”——如何提高政

府支出的有效性、如何加强区域合作等重要问题。希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能够积极参与，包括欧亚地区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各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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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期待的议题中，还包括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这类中亚能源出口

国都很关心的问题。预计该会议的层次会非常高，规模约达 300 人。 

问答互动 

在回答三沙卫视的记者关于“自己最关注问题”提问时，周文重

表示，本届年会信息量很大，其中有五大最热门的词汇：众筹、互

联网金融、共享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工智能。本届年会的

宗旨是“找活力”，重新使亚洲经济活跃起来。所以，大家围绕这几

个方向开药方、找答案，应该说起初设定的目标已经达到。 

在谈到岛屿经济时，周文重表示，亚洲国家很多都是沿海国家，

拥有广阔的水域，相互之间开展合作的机会很多，可能性也很大，

所以海洋合作这个话题近年来每年年会都会涉及。当前，在海洋经

济、海洋合作方面，不可否认也存在争议，重要的是有关国家相互

之间通过和平协商谋求对这些分歧的解决办法，域外国家不应干预，

相信有关国家也都会赞成这样的方式。 

在回答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关于“论坛今后如何发展、哪些东西需

要强化”的问题时，周文重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从 2002 年以来的主

题都是在围绕亚洲凝聚共识，发出亚洲声音。例如，从 2003 年开始，

前后 4 年做的题目就是“亚洲寻求共赢”：2003 年的题目是“合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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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2004 年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2005 年是“亚洲的新角

色”、2006 年是“亚洲的新机会”。 

周文重表示，2007 年后世界金融遇到一些问题，论坛的主题也

开始聚焦金融领域。例如，2009 年的年会主题是“经济危机与亚洲:

挑战与展望”,2010 年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2011 年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到了 2012 年，主题

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从历届年会主题

可以看到，我们的关注点在扩大、延伸——亚洲发展如何才能做到

健康、可持续，亚洲国家发展的共同议程是什么。 

周文重介绍，论坛年会近年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2014 年是

“亚洲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2015 年是“亚洲新未来：

迈向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亚洲新未来：新活力和新愿景”。之所以

做此回顾，是想让大家看到年会关注的问题和重点，紧随形势变化，

紧跟亚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关国家或经济体如果能够在

此寻求共识，能够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能够求同存异、化解分歧，

论坛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有关论坛举办时间是否考虑避开与“两

会”等重要会议时，周文重表示，并未有意绕开。论坛希望有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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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举办时间，也就是每年三月最后一周的周末，但由于要照顾

参会嘉宾的时间安排等原因，一直没有形成固定时间，希望未来更

加固定。 

周文重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在境外办会已有多次，现有 19 位理

事当中，许多来自于亚洲和亚洲以外的地区和经济体，也有相当广

泛的代表性。论坛聚焦亚洲、立足亚洲，面向的是世界。亚洲的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亚洲。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

相当大，亚洲发展的前景影响着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然而，

很多地区对亚洲还不熟悉，甚至可能还存在一些误解。因此，如何

求同存异、去同化异，发出亚洲声音，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亚洲，只

是在境内办会还不行，还应该走出去，增进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让他们真正听到亚洲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