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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APEC） 

【成立背景】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APEC），

简称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全球冷战结束的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冷战

的结束，国际形势日趋缓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

趋势渐成为潮流。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已显雏形和亚洲

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等背景下，1989 年 1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

提议召开亚太地区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相互间经济合作问题。这一倡议得到美

国、加拿大、日本和东盟的积极响应。 

【发展历程】 

1989 年 11 月 6-7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

拉举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

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

的成立。 

1991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首都汉城（现城首尔）

举行，会议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立该组织的宗旨与目标。 

宗旨是：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

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

人民的共同利益。 

目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

垒。 

1991 年 11 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1997 年 7 月 1

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名义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1993 年 6 月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或 APEC。 

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 1993 年 11 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此后每年召开一

次，在各成员间轮流举行，由各成员领导人出席（台湾只能派出主管经济事务的

代表出席）。 

1994 年 11 月 15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

http://baike.baidu.com/view/9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29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0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0891/503138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05/93764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3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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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物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这一重要纲领性文件，又称

《茂物宣言》，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这一目标。这

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重要节点，从此，茂物目标便成为亚太经合组织

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努力的方向。 

【合作机制】 

亚太经合组织采取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所作决定必须经各成员

一致同意认可。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机构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

高官会、委员会和专题工作组等。其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最高

级别的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的性质为官方论坛，秘书处对其活动起辅助作用。其议事采取

协商一致的做法，合作集中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经济领域。 

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为该组织观察员，可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及其以下各层次的会议和活动。APEC 接纳新成员需全

部成员的协商一致。1997 年温哥华领导人会议宣布 APEC 进入十年巩固期，暂

不接纳新成员。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工作语言是英语。经过多年的发展，亚太经

合组织形成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和专题工

作组、秘书处等多个层次的工作机制，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宏

观经济政策对话等广泛的合作领域。 

为加强与工商界的联系，1995 年成立了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

由每个成员推荐 3 名著名工商界人士组成，负责对 APEC 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

技术合作及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提出建议，并向领导人和部长级会议提交咨询报

告。工商咨询理事会是工商界参与 APEC 合作的主要渠道，每年召开 4 次会议。

秘书处设在菲律宾马尼拉。 

【组织结构】 

 APEC 共有 5 个层次的运作机制： 

（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3 年 11 月，首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

美国西雅图召开，之后每年召开一次。自 1993 年来共举行了 21 次，分别在美国

西雅图、印尼茂物、日本大阪、菲律宾苏比克、加拿大温哥华、马来西亚吉隆坡、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20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51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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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克兰、文莱斯里巴加湾、中国上海、墨西哥洛斯卡沃斯、泰国曼谷、智

利圣地亚哥、韩国釜山、越南河内、澳大利亚悉尼、秘鲁利马、新加坡、日本横

滨、美国夏威夷、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印尼巴厘岛举行。 

（二）部长级会议：包括双部长会议以及专业部长会议。双部长会议每年在

领导人会议前举行一次。专业部长会议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包括贸易部长会、财

长会、中小企业部长会、能源部长会、海洋部长会、矿业部长会、电信部长会、

旅游部长会、粮食安全部长会、林业部长会等。   

（三）高官会：每年举行 3 至 4 次会议，由各成员指定的高官（一般为副部

级或司局级官员）组成。高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执行领导人和部长会议的决定，

审议各委员会、工作组和秘书处的活动，筹备部长级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

协调实施会议后续行动等事宜。   

（四）委员会和工作组：高官会下设 4 个委员会，即：贸易和投资委员会

（CTI），经济委员会（EC），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SCE）和预算管理

委员会（BMC）。CTI 负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高官会交办的工作，EC 负责

研究本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并协调经济结构改革工作。SCE 负责指导和协

调经济技术合作，BMC 负责预算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各委员会下设多个

工作组、专家小组和分委会等机制，从事专业活动和合作。   

（五）秘书处：1993 年 1 月在新加坡设立，为 APEC 各层次的活动提供支

持与服务。秘书处负责人为执行主任，2010 年起设固定任期，任期三年。现任

执行主任为波拉德博士（新西兰籍，Alan Bollard）。  

【组织议题】 

作为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主要讨论与全球和区域经济有关的议题，

如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经济技术合

作和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改革等。  

【成员国】 

 

组织成员 
澳大利亚联邦 文莱达鲁萨兰国 加拿大 智利 

香港(中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http://baike.so.com/doc/3930226.html
http://baike.so.com/doc/2873240.html
http://baike.so.com/doc/3872656.html
http://baike.so.com/doc/48994.html
http://baike.so.com/doc/1279856.html
http://baike.so.com/doc/2594075.html
http://baike.so.com/doc/980327.html
http://baike.so.com/doc/search?word=%E9%9F%A9%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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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墨西哥合众国 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菲律宾共和国 俄罗斯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越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北(中国) 

观察员 
太平洋岛国

论坛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东南亚国家联盟 

 

各经济体加入的日期： 

1989 年 11 月 6 一 7 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韩国，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12 个） 

1991 年 11 月 12 一 14 日，中国，成员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1993 年 11 月 17 一 19 日，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2 个） 

1994 年 11 月 11 一 12 日，智利（1 个） 

1998 年 11 月 14 一 15 日，秘鲁，俄罗斯，越南（3 个） 

【组织会标】 

亚太经合组织会标于 1991 年起开始启用，呈绿、蓝、白三色的地球状。会

标不仅代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重要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也代表着亚太地区的希

望和期待。会标的含义：地球用太平洋这一半代表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绿色和

蓝色代表亚太人民期待着繁荣、健康和福利的生活，白色代表着和平与稳定；边

缘阴影部分代表亚太地区发展和增长富有活力的前景；中间是白色的 APEC 四个

英文字母。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 

图：亚太经合组织会标 

 

 

http://baike.so.com/doc/2231822.html
http://baike.so.com/doc/40952.html
http://baike.so.com/doc/37282.html
http://baike.so.com/doc/1523350.html
http://baike.so.com/doc/69731.html
http://baike.so.com/doc/3304549.html
http://baike.so.com/doc/2195528.html
http://baike.so.com/doc/3800863.html
http://baike.so.com/doc/2252374.html
http://baike.so.com/doc/2188339.html
http://baike.so.com/doc/4608901.html
http://baike.so.com/doc/search?word=%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baike.so.com/doc/search?word=%E5%8F%B0%E5%8C%97
http://baike.so.com/doc/6168474.html
http://baike.so.com/doc/6168474.html
http://baike.so.com/doc/6170425.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389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3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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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峰会】 

自成立以来，特别是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固定机制之后，亚太经合组织

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

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届  1993 年 11 月  美国西雅图 

主要议题是 21 世纪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促进 APEC 内部和区域间合作以及

有关机制和手段。 

会议承诺深化亚太大家庭精神，为地区人民争取稳定、安全和繁荣。发表《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 

第二届  1994 年 11 月   印度尼西亚茂物 

本届会议议题为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时

间表问题。 

确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提出了两个时间表，即

发达成员于 2010 年前、发展中成员于 2020 年前实现这一目标。通过了《亚太经

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简称《茂物宣言》)。 

第三届  1995 年 11 月   日本大阪 

会议议题：关于 APEC 成员之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该届会议上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行动宣言》(简称《大阪宣言》)，

通过了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大阪行动议程》，确定将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的两个轮子，要求

APEC 成员制定推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 

第四届   1996 年 11 月   菲律宾苏比克 

会议议题：落实根据 APEC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所制定的单边行动计划

和集体行动计划，讨论加强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问题。 

确立了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方式，呼吁各方给

予经济技术合作应有的重视，并把私营部门纳入 APEC 进程。通过了《马尼拉行

动计划》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从憧憬到行动》，批准了《亚太经合

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 

第五届  1997 年 11 月   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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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等。 

与会代表承诺逐年改进和完善单边行动计划，并接纳越南、俄罗斯和秘鲁为

APEC 新成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将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联

合起来》。 

第六届  1998 年 11 月   马来西亚吉隆坡 

该届会议主要议题是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

和科技合作等。 

在各次会中决定通过建立社会保险网、完善金融体制、加强贸易投资流动、

科技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与工商界联系等措施，夯实亚太面向 21 世纪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加强增长的基础》，通过了

《走向 21 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

划》。 

第七届  1999 年 9 月   新西兰奥克兰 

会议议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的执行情况、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

作、APEC 未来走向等。 

提出了发达成员在 2005 年、发展中成员在 2010 年实现无纸化贸易的目标，

批准了 APEC 商务旅行卡计划。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奥克兰

挑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加强竞争和法规改革的原则》和《妇女融入亚太

经合组织框架》等。 

第八届  2000 年 11 月   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 

主题: 对社群做出贡献，主要讨论了建立更坚实之基础；创造新契机；使

APEC 更加举足轻重等问题。 

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造福社会》和《新经济行动议程》，强

调了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意采用电子版单边行动

计划。 

第九届  2001 年 10 月   中国上海 

主题 对社群做出贡献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议题：普及全球化与新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加强经济技术能力建设、推广信

息相关科技所带来的好处、加强人力资源发展工作、以及分享企业治理的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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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成员在全球化和新经济中受益；促进贸易与投资；维持亚太地区永续经济成

长、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上海会议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电子

APEC、新经济及反恐合作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达成了旨在加速实现茂物

目标的上海共识。通过并发表了《领导人宣言: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上海共

识》和《数字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等。 

第十届  2002 年 10 月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主题: 为经济成长与发展—扩展合作之利益以落实愿 

议题：启动“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重申上海

约章作为 APEC 的里程碑，扩大 APEC 愿景的重要性。致力执行上海宣言，落

实贸易便捷化原则。鼓励使用信息通讯科技(ICT)与普及新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肯定执行 e-APEC 策略的承诺，并欢迎提出的初步执行报告。肯定 APEC 在执行

强化市场功能上的努力，市场功能应持续加强以建立企业界及投资者的信心并确

保所有经济体能完全利用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强调 APEC 经济体有必要努力

达成强化反恐安全及继续贸易便捷化之目标。强化能力建构以获取全球化的利

益，增加 APEC 对小区的重要性。 

会议着眼于讨论扩大经济增长和发展合作的利益，实现 APEC 远景目标，通

过了《APEC 地区安全贸易倡议》、《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等文件。 

第十一届  2003 年 10 月  泰国曼谷 

主题: 差异的世界：共创未来的伙伴关系 

议题：化发展誓言为具体行动；以全民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增进人类安全；

健全差异世界下的金融结构；新型成长企业 : 中小型与微小型企业 

曼谷会议强调在知识经济、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改革等领域加大投入，承诺

在人类安全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批准了《APEC 抗击非典行动计划》。通过了《领

导人宣言》，决定加强伙伴关系，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保障民众和社

会免受安全威胁，并能从自由开放的贸易中充分受益。 

第十二届  2004 年 11 月   智利圣地亚哥 

主题: 共同社群，我们的未来 

议题：藉由贸易落实发展之承诺；藉由最佳范例分享利益；加强迎接挑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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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新成长企业之机会；成长与稳定并重：整合 APEC 之关键；永续成长之承

诺；体验多元文化。 

重申了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意向，并提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合作措施。会议

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重申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发展。 

第十三届  2005 年 11 月   韩国釜山 

主题: 迈向共同社群：迎接挑战，推动变革 

议题：对茂物目标的新承诺；确保透明及安全的商务环境；建立桥梁化解差

异。 

会议完成了对茂物目标的中期审评，制定了旨在实现茂物目标的“釜山路线

图”。发表《釜山宣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谈判

的声明》、《亚太经合组织流感大流行防控倡议》等。 

第十四届  2006 年 11 月   越南河内 

主题: 迈向永续发展与繁荣的活力社群（Towards a Dynamic Commu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议题：藉由釜山路径图及多哈发展议程强化贸易与投资（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Busa Roadmap and Doha Development Agenda）；强化经济暨技

术合作以缩小落差及永续发展（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for Gap Bridg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升安全与有利的企业环境

（ Improving Secure and 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提升社群连结

（Promoting Community Linkages）。 

会议又进一步制定了实现“釜山路线图”的行动计划。通过了旨在实现茂物

目标的《河内行动计划》，签署《河内宣言》。 

第十五届  2007 年 9 月    澳大利亚悉尼 

主 题 ： 强 化 我 们 的 社 群 ， 建 构 永 续 的 未 来

（Strengthening our Community,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议题： 澳洲此次并未设定清晰的次主题来引导各会员体对 2007APEC 走向

的思考。采取较开放的态度，然而仍然有以下重点工作项目：在贸易暨投资自由

化方面，持续推动部分尚未通过的“FTAs/RTAs 范例措施”以及“知识产权”议

题。此外，为支持多哈发展议程(DDA)的复谈，APEC 希望能建构一个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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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套案，以协助 DDA 重回轨道；在贸易暨投资便捷化方面，进行第二阶段的

贸易便捷化行动计划(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2)，计划于 2010 年 APEC 再降

低 5%贸易交易成本；在经济与技术合作方面，除了针对 SCE 之整并建议，提出

具体执行方案，并要求整并后的各级论坛进行协商，以提出新的组织章程(TORs)

之外。电信信息与电子商务、人力资源、中小企业、观光及妇女议题为重点推动

项目；在人类安全方面，除持续推动反恐、卫生议题、全供应链安全以及紧急应

变之外，能源安全也成为相当重要的领域。其中，如何发展清洁能源及 APEC 未

来在能源安全以及环境议题上能做出何种贡献则是 2007 年 APEC 在能源安全方

面的重点工作项目；持续推动 APEC 改革，其中秘书处角色与能力提升、SOM

能否具体各级论坛间的工作以提升合作效率、APEC 与财长程序的整合、与利益

相关者的互动都将是今年的工作重点；在结构改革方面，“境内改革议题

(behind-the-border issues)”将会是讨论的重点。并期待能在资深官员会议中讨论

扩大部长级官员参与以促进 APEC 结构改革及其落实的策略。 

深入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能源

安全和清洁发展的宣言》。 

第十六届  2008 年 11 月   秘鲁利马 

主题: 一个对亚太发展的新承诺（A New Commitment for the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议题：以“社会面向”作为新承诺，为使 APEC 活化，开始强调 APEC 的

“社会面向”。举凡“教育的角色”、“促进技术合作以降低数字落差”、“强化反

贪腐机制”、“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等，皆为社会面向的内涵；积极将多元的行为

者融入亚太社群建构的过程中；强化公私伙伴协作关系；使公民社会代表参与

APEC 进程；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 

区域经济整合：由于 2007 年 APEC 领袖宣言已为区域经济整合背书，并希

望能在 2008 年提出“促进区域经济整合步骤”的结论报告。故 2008 年将针对最

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的共识行动及 FTAAP 的前景进行探讨，亦将讨论区域经

济整合议题如何与多哈回合谈判互补。 

采取整合性的途径处理议题：针对结构改革、能源安全、个人安全、气候变

迁、经济永续发展等，对区域较有影响的主要议题，提出整合性的途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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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深入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发表了《领导

人宣言》、《利马宣言》和关于全球经济的声明，重点阐述了各成员就世界经济金

融形势、多哈回合谈判、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区域经济一体化、企业社会责任、

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问题达成的共识。 

第十七届  2009 年 11 月   新加坡 

主题: 永续成长，链接区域（Sustaining Growth, Connecting the Region） 

议题：解决经济危机 ：新加坡将首度汇集 APEC 贸易及财政资深官员，在

2009 年的 2 月及 9 月讨论财政与货币措施，以协助企业与就业者渡过经济危机。 

加速区域经济整合议程 

新加坡将与其他 APEC 会员体加速促进“边境”、“境内”及“跨境”之区域

经济整合： 

第一， APEC 将加紧工作，以降低边境之贸易与投资壁垒，包括促进亚太

自由贸易区（FTAAP），就如同现有自由贸易协议之精简版本，以降低企业成本，

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第二， APEC 将透过简化境内的业务条例以促进经商便利度，达成更容易、

更快、更便宜的创业、取得执照、跨境贸易、并进行其他商务行为。 

第三， APEC 将研究改善物流及运输网络，以提高跨境实体链接，进一步     

减少整个供应链的时间、成本、以及移动货物的不确定性。 

抵制保护主义、支持多哈回合谈判：APEC 将优先促进多哈回合谈判之圆满

落幕，并确保这样的协议有助于促进贸易活动，并利用锁定贸易及投资流动权限

的防火墙，对保护主义形成压力。 

会议深入讨论了经济增长、多边贸易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等问

题，发表了《新加坡宣言》、《“倡导新的增长方式，构建 21 世纪互联互通的亚太”

领导人声明》。 

第十八届  2010 年 11 月   日本横滨 

主题: 改变与行动（Change and Action） 

议题：区域经济整合 ，致力于区域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与便捷化，包含寻

找达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自由化、便捷化。 

新成长策略，从经济危机复苏后，达成长期经济成长：均衡成长、包容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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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永续成长、知识经济成长 

人类安全，朝向安全且有所复苏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粮食安全、反恐以保障

经商安全、对抗传染病，包括禽流感与人流感、紧急应变 

会议深入讨论了经济增长、多边贸易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等问

题，发表了《横滨宣言》旨在推进 APEC 地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成员体之间

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开放；推进世界贸易机构(WTO)多角贸易的交涉；继续

反对保护主义，将反保护主义措施条约延续到 2013 年。发表了《成长战略》《2010

茂物目标评价》《亚太自由贸易圈(FTAAP)》三份声明。 

第十九届  2011 年 11 月   美国夏威夷 

主题: 建立一无缝之区域经济（Seamless Regional Economy）为目标 

议题：加速区域经济整合及拓展贸易（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xpanding Trade）；促进绿色成长（Promoting Green Growth）；推

展法规谋合与合作（Expanding Regulatory Cooperation and Advancing Regulatory 

Convergence）。 

会议围绕“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的主题，重点围绕亚太经济增长、规制合

作、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发表了《檀香山宣言—迈向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

APEC 第 19 次会议领导人宣言称各国承诺加大区域经济合作，使经济和市场更

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造福各国人民。APEC 的主要任务仍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扩大贸易规模。 

第二十届  2012 年 9 月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主题: 融合谋发展，创新促繁荣（Integrate to Grow, Innovate to Prosper） 

议题：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加强粮食安全（Strengthening Food 

Security）；建立可靠的供应链（Establishing Reliable Supply Chains）；促进创新增

长（Intensive Cooperation to Foster Innovative Growth）。 

重点讨论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安全、建立可靠的

供应链、加强创新增长合作等议题，发表了《融合谋发展，创新促繁荣——APEC

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 

第二十一届  2013 年 11 月   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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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活力亚洲，世界引擎（Resilient Asia-Pacific,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议题：努力实现茂物目标（Attaining the Bogor Goals）；以公正公平维持可持

续发展（Achieving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Equity）；着力推动互联互通（Promoting 

Connectivity）。 

以“弹性亚太，全球增长引擎”为主题，提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建立一个更强劲而富有活力的亚太，使其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重点讨论了茂物目标、互联互通、可持续和公平增长等议题，

发表了《活力亚太，全球引擎—APEC 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和《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声明》。 

第二十二届  2014 年 11 月   中国北京怀柔雁栖湖 

主题: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三大重点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

“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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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 APEC 峰会 

【高官会议】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高官会在北京举行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行。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致辞，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主持会议。

APEC21 个经济体高官及代表、秘书处执行主任、观察员等共约 200 人与会。 

中方在会上向 APEC 成员通报了 2014 年主办 APEC 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的主题和重点议题。会议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三大

议题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

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会议还就落实今年 APEC 巴厘岛领导人会议

成果、2014 年主要会议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宁波举行 2014 年 02 月 15 日 

2014 年 2 月 15 日至 28 日，中国将在浙江省宁波市主办 2014 年亚太经合组

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其间，2 月 27 日至 28 日为高官会，此

前为各委员会、工作组、研讨会等活动，总共约 70 场次。 

会议内容涉及贸易与投资、质检、海关、商务人员流动、人力资源、电子商

务、反腐败、粮食安全、卫生、灾害预警等多个领域。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青岛举行  2014 年 04 月 09 日 

2014 年 5 月 5 日至 15 日，中国在山东省青岛市主办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其间，5 月 14 日至 15 日为高官会，此前

为各委员会、工作组、研讨会等活动。会议内容涉及贸易与投资、互联互通、农

业与粮食、海洋和渔业、林业、生命科学与创新、反恐等多个领域。中方已于近

期 散 发 参 会 须 知 。 参 会 人 员 可 通 过 2014 年 APEC 会 议 官 方 网 站

（www.apec-china.org.cn）了解相关会议信息并进行参会注册。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2014 年 07 月 04 日 

  2014 年 8 月 6 日至 21 日，中国将在北京市主办今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其间，8 月 20 日至 21 日为高官会，此前为各委员会、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3/12/12/3@1727.htm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01/28/3@1765.htm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05/09/3@2008.htm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07/04/3@20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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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等会议，除按惯例主办相关会议外，此次会议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政策对

话会、研讨会、展览等专题活动，总共约 100 场次。会议内容涉及贸易与投资、

质检、海关、互联互通、农业与粮食、林业、电子商务、反腐败、减灾、卫生等

多个领域。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最后一次高官会在北京举行  2014 年 11 月 06 日 

11 月 5 日至 6 日，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最后一次高官会在北京举

行。此次高官会是今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首场正式活动，也是全年系列高官会

中的最后一场，主要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政治准备。 

 

中国北京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 

时间：2014 年 11 月 5 日——11 日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四次高官会议   11 月 5 日--11 月 6 日 

当前，国际和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经济形势下行风险

令人堪忧。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此次

会议是今年 APEC 领导人会议之前最后一次高官会，将为领导人会议奠定重要基

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 26 届部长级会议       11 月 7 日--11 月 8 日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决策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任务包括：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贯彻执行领导人

会议通过的各项指示，讨论区域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决定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方

向和内容。 

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11 月 8 日--11 月 10 日 

本届峰会将邀请 APEC 各经济体领导人、亚太地区工商界领袖和知名学者共

约 1500 人集聚北京，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

增长”以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议题分享看法和建议，为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思想动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 

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经过近一年的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11/06/21@23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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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APEC 已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

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重点议题达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共识。领导人会

议周是全年 APEC 活动高潮。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其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

怀柔雁栖湖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此次峰会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于 2012 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二十次峰会上宣布中方主办 2014 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

京举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以及“加

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为会议的三大重点议题。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 APEC 最高级别会议。会上，与会领导人就各成

员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在重点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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