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89

HAINAN TODAY || 2021年第3期

9月29日，陈锦华同志亲自主

持中改院亚洲问题专家委员会成

立大会。中改院亚洲问题专家委

员会由国内以及亚洲发展银行的

知名亚洲问题专家组成。会议讨

论了2002年年会主题议题及相关

背景报告题目的建议，审议了中改

院博鳌亚洲论坛主题议题准备工

作小组提交的《博鳌亚洲论坛

2002 年年会主题议题讨论稿》和

《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年会背景

报告题目建议》，一致同意向博鳌

亚洲论坛秘书处提交由中改院专

家作出的这份建议。

为什么首届博鳌亚洲论坛要

设置“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

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这个主题

呢？这主要是从当时国际，尤其是

亚洲经济和国内的大背景考虑的。

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要目标是从亚

洲的角度，通过分析亚洲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的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

问题，通过探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

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亚洲经

济的增长、繁荣和稳定。尽管亚洲

各国存在着许多渴望通过区域合

作解决的发展问题，但不能期望一

次会议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每年

都讨论相同的议题。因此，一年一

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议题

的设计，应该以推动亚洲经济区域

化进程为根本目标，以促进亚洲区

域经济合作为基本内容，重点考虑

亚洲面临的经济形势、亚洲经济发

展与合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以及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走势对亚

洲经济的影响，寻求解决这些问题

切实可行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

只有这样，一年一度的论坛才能深

入，主题议题才能真正做到以结果

为导向，才能成为促进亚洲区域经

济合作的共同纲领。

在当时看来，亚洲经济受到三

个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一是恐怖

主义袭击美国的“9·11”事件，二是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三是金融危

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采取哪些

促进亚洲区域合作的措施，才能抵

御这3个重大事件对亚洲经济的

消极影响？采取哪些区域合作的

措施，才能既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

遇，又减轻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我

们考虑认为，这些应该是2002年

博鳌亚洲论坛主题议题设计的重

点之一。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亚洲经

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到论坛举办之

初还没有完全复苏。学术界认为，

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市场

的开放失控，特别是短期资本市场

的开放。另外一个看法是亚洲的

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许多亚洲

国家和地区争先恐后地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

业。全球经济的波动给亚洲带来

的损失和冲击，究竟向亚洲提出了

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讨论。

所以，我们认为，亚洲经济复

苏应该成为2002年论坛的重点议

题。讨论这个议题必须从亚洲区

域内经济结构入手，从区域内经济

合作上找出路。讨论亚洲经济复

苏的重点是亚洲区域内经济结构

优化、亚洲区域内经济互补、扩大

亚洲区域内内需、开发亚洲区域内

市场和资源潜力、调整亚洲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等问题。

另外，当时中国加入了WTO，

这也是亚洲各国最关心的重点问

题之一。所以，我们建议在中国加

入WTO方面设计一个讨论专题，

重点讨论中国入世和经济持续高

速增长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的发

展机遇及其为亚洲经济所作的贡

献，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怎样抓住

中国加入WTO给亚洲经济复苏带

来的机遇等。

博鳌亚洲论坛的特色在于它

的非政府性质，设计论坛议题不应

仅从政府的角度观察亚洲经济发

展和经济合作问题，而是应该设计

出足够的企业界愿意参与讨论的

议题，这样对企业才有吸引力，这

样的非政府论坛才有生命力。所

以，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性安

排，企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地

位和作用，中国加入WTO与亚洲

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机遇，能源、

电信、民航等亚洲经济合作的重点

领域都应列入相应的讨论专题。

此外我们还认为，要“开门办论

坛”，吸引亚洲国家参与，论坛主题

议题设计应该也必须充分考虑其

他亚洲国家的意见。

主题议题设计有了初步思路

后，随后的工作就得到了较大的推

进。10月8日，中改院向秘书处正

式提交上述 4 套文件的电子版。

10月 13日，中改院向秘书处提交

了上述4套文件的中英文书面文

本。10月 30日当天，陈锦华同志

还召开中方协调会，决定由中改院

首届年会主题议题诞生的背景

为做好首届年会筹备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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