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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简报 
（总第 56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7 年 3 月 26日 

 

圆桌 17 

亚洲区域合作组织圆桌会 

 

时  间：2017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时至 12 时 

地  点：东屿岛大酒店依永、长言厅 

主持人：博鳌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希雨 

嘉  宾： 

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 

中国-东盟中心主任 杨秀萍 

亚洲合作对话秘书长 Bundit Limschoon 班迪·林沙军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 常军红 

东盟秘书长 黎良明 

亚信组织执行主任 宫建伟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 Aziz Nosirov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 杨厚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卿 

果阿大学助理教授 Dattesh Parule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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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商业联合会执行主任 Atul Dalakoti  

 

主要观点： 

➢ 亚洲区域合作的蓬勃展开为未来建设覆盖全亚洲的地区合作架

构打下坚实基础。 

➢ “一带一路”倡议极大补充了亚洲地区的对话和合作平台。 

➢ 把金融危机的罪责归咎于全球化与现实不符，也解决不了问

题。 

➢ 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无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最好的平

台就是区域和次区域的论坛组织。 

➢ 既要看到区域合作中好的正面情况，也要留意面对的挑战。 

➢ 在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中，仅增加贸易额没有太大帮助，必须增

加相互投资。 

➢ 亚洲区域合作呼唤必要的政策调整、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更大的

政治魄力。 

➢ 落实不同区域合作框架下达成的共识,加强亚洲区域合作组织之

间的合作。 

➢ 应清晰传达信号，继续推进全球区域的多边主义。 

➢ 保证各国在参与经济合作过程中互惠互利、公平公正。 

➢ 成就的长久性是衡量经济合作成功程度的标准。 



 

3 

➢ 中国积极参与和坚定推动亚洲合作的四大方向：积极支持区域

机制建设，积极贡献区域合作理念，积极推进发展务实合作，

坚决、积极地推动安全对话和合作。 

➢ 新形势下亚洲区域合作应遵循的四项原则：以亚洲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为思想引领，为区域合作开创新的广泛空间；保持有亚

洲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各机制协

调前进聚焦发展；发展合作和安全合作同步进行；以扩大区域

合作受益面为有效途径，坚持以人为本让合作的项目更具包容

性。 

➢ 东盟珍视区域论坛和东盟峰会对话机制。 

➢ 亚信注意提升亚洲互信，弥补亚洲区域合作间的裂痕。 

➢ 中日韩三国合作潜力巨大，需加强政治安全互信及其社会基

础。 

➢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原则和灵魂。 

 

概  要： 

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点正向亚洲转变，亚洲区域合作方兴未

艾 ， 潜 力 巨 大 ， 可 以 总 结 为 协 调 （ coordination ） 、 合 作

（cooperation）和协作（collaboration）。西方的反全球化趋势普遍

不为亚洲国家和组织所认可。各个区域组织献计献策，力求把合作

的潜力转变成更加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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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 

刘振民指出，当前亚洲区域合作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区域合作

机制蓬勃发展，二是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三是各领域合作成果日

渐丰硕。“一带一路”建设与有关国家的行动计划的对接顺利推进进

度超出预期，地区互联互通的建设进一步提速，地区安全对话合作

日益深化，各机制相互补充借鉴，为未来建设覆盖全亚洲的地区合

作架构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光明前景。 

Bundit Limschoon 表示，亚洲合作对话要取得成功，不可能不

和其他区域组织和论坛进行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极大补充了对话

和合作的平台，亚洲合作对话各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

家，亚洲合作对话可以作为一个对话合作伙伴，开展更多的协同优

势，解决本地区软硬件的互联互通问题。 

宫建伟表示，全球化是过去一百年的主题，由西方经济推动。

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极大好处，现在却回到保护主义；而

亚洲在 20 世纪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保护主义状态，现在则在推

动更快、更全面的全球化。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了资

本技术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文互动交流。

但消极方面，如金融危机，并不是全球化所引起的，而是对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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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追逐和监管不当所造成的。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全球化是与现

实不符的，也解决不了问题。 

Bundit Limschoon 认为，在经历 30 年的发展之后，我们面临抗

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趋势和威胁。亚洲是从全球化和开

放经济获益最多的区域，如果全球化出现挫败，亚洲也将成为损失

最多的区域。我们迫切的需要采取行动使得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平

等并且有活力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没有

办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死灰复燃，最好平台就是区域和次区域的

论坛组织。 

深化区域合作的路径和措施 

刘卿表示，亚洲区域合作有一些好消息，亚洲一体化还在继续

前行，亚洲区域框架正在兴旺发展。新的电子技术带来的新的推动

因素，推动了区域一体化。一些主要经济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引

领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对次

区域经济合作贡献巨大。同时，区域合作也有一些坏消息，包括南

北和东西的差异明显，东北亚合作遭遇挫折。既要看到好的正面情

况，也要留意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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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ul Dalakoti 表示，面对世界秩序的新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合

作更具挑战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发展经济，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今天，全球化和区域合作

中，并没有增加投资，仅增加贸易额帮助不大，相互投资必须增

加。 

刘振民表示，亚洲区域合作进程面临多重挑战。从内部来看，

区域合作进入平台期，不少既定的安排尚未得到有效落实。从外部

看逆全球化潮流可能引发对亚洲一体化前景的担忧，个别域外国家

继续推动亚洲区域合作政治安全化，这必然干扰本地区的合作进

程。需要本地区国家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展现出更高的政治智慧

和更大的政治魄力。 

杨秀萍就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合作发展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积

极落实在不同的区域合作框架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并确保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安排为各国人民尽早带来切实好处。第二，推进东盟

共同体的建立，配合“一带一路”的政策安排，融合各国的发展战

略，找到更多可会合的利益和促进发展的契机。第三，支持澜湄合

作机制、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第四，加强亚洲区域合

作组织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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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军红表示，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作为一个国

际组织，使命是要保持经济金融的区域稳定、建立区域经济调查研

究、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区域融资的安排，是东亚各国来保护预防

未来危机而成立的基金。这是区域合作的成果。区域主义、多边主

义、区域一体化在未来经济合作中是必须坚守的。作为区域监控机

构，我们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区域内强调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特别是东盟 10+3 领导人，应清晰传达信号，继续推进全球区域的

多边主义。第二，本区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 10+3 各成员国的努

力，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少非贸易关税的措施，加快

RCEP 谈判过程。第三，进一步提升区域金融安排的金融池机制，

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Dattesh Parulekar 认为，亚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最

具多样化和活力，亚洲各个经济体在合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新模式

值得关注。另外，由于亚洲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对于亚

洲经济的贡献率和程度不同，一项重要原则就强调各国在参与经济

合作过程中的互惠性，并确保其公平性。 

Dattesh Parulekar 表示，贸易的交易之外，跨境联系的一个核

心是投资，投资能够创造出通向繁荣的走廊，实现繁荣就必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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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的因素。亚洲很多经济体的合作不只是关注短期成就和产

出，只有长久的成就，才能衡量经济合作的成功程度。 

加强区域合作的大原则 

刘振民表示，中国是亚洲合作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推动者。第

一，积极支持区域机制建设，第二，积极贡献区域合作理念，如习

近平主席首倡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的新理念。第三，积极推进发展务实合作，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四，坚决、积极地推动安全对话和合作。 

刘振民建议，新形势下中国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共同开创亚洲

发展美好前景，可以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要与亚洲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为思想引领，为区域合作开创新的广泛空间。第二，要保

持有亚洲特色的区域合作模式，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各机制

协调前进聚焦发展，坚持开放主义，推动区域主义。第三，发展合

作和安全合作同步进行，一方面以发展为核心，促进经济一体化进

程，另方面直面安全挑战，建设符合地区实际和各方需求的区域安

全架构。第四，以扩大区域合作受益面为有效途径，坚持以人为

本，让合作的项目更加具有包容性，更接地气，使合作成果惠及更

多国家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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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要区域合作组织的核心精神 

黎良明表示，东盟意识到，全球化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造成

一些挫败感，西方国家抗全球化趋势也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区域论

坛和东盟峰会对话机制为东盟所珍视。东盟相信这样的合作能够更

好地取长补短，维持各自发展势头，更好分享应对全球化过程中障

碍的经验教训。 

宫建伟表示，亚洲国家过去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是历史造成

的，处理这些问题、增加共同观念，是亚信的使命。亚信注意提升

亚洲的互信，弥补亚洲区域合作之间出现的裂痕。建立互信的五个

领域是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人文。 

杨厚兰表示，日本、韩国、中国三国是世界非常重要的经济

体，三国建立经济共同体不仅有利于这三国和人民，也利于区域一

体化，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三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仍然很低，与北

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甚至东盟相比都要低。三国对外投资达到全

球 20%，但三国相互投资率不足 10%，合作潜力巨大，首先要加强

政治安全的相互信任，其次是加强这种互信的社会基础。 

Aziz Nosirov 表示，上合组织在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国际和地区

组织当中有一席之地，是维系本地区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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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上海精神”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原则和灵魂是本组织顺利开展

活动的力量源泉，是发展国际关系应对全球威胁和挑战调节国际分

歧的重要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