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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富 张媛 王晓洁

一个跨越太平洋、涵盖世界前三大经济

体、占全球 GDP57%、贸易额 46%、人口 40%

的 自 由 贸 易 区 的 建 设 有 望 从 愿 景 变 为 现

实 。 APEC 北 京 会 议 释 放 的 信 号 表 明 ，

APEC 中国年有望成为亚太自贸区元年。

旨 在 为 APEC 中 国 年 压 轴 大 戏 ——

APEC 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准备的

部长级会议 8 日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

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同意启

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

究，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会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如果上述共识能够得到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的批准，这一“孵化”多年的

构想将终于“ 破壳而出”，APEC 对亚太自

贸区的意义也将从此前的“孵化器”升级为

“路线图”。

建设一个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自贸区

早已是各界共识。其意义首先在于让企业

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经贸便利化和自由化

所带来的实惠。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

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说，亚太经济联系紧

密，多个分散的自贸区在规则和标准方面都

不一样，尤其是在海关用来确定是否给予关

税优惠的原产地规则方面，更是让企业无所

适从。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

8 日在就 APEC 部长级会议情况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APEC 成员达成的重要共识，

对于陷入僵局的 APEC 多边贸易谈判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亚太自贸区将成为 APEC 多

边贸易机制的重要补充。

很多企业在畅想，如果建立 21 个 APEC

成员组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范围内形成

极大的开放市场，垂直产业链上生产的所有

产品将可实现进出口零关税。

专家认为，中国的力推激发了 APEC 成

员对亚太自贸区的热情和期盼，中国近几年

来一直在为实现这一愿景而努力和酝酿。

不过，即使此次 APEC 会议实质性启动

亚太自贸区进程，那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困难还有很多：亚太自贸区最终要采取

何种实现路径，已现雏形的现有各个自贸安

排之间如何实现融合共通，各主要经济体如

何协调，都是极其复杂的难题。

需要强调的是，亚太自贸区是一个开放

的理念，不是取代，更不是吃掉现有的自贸

安排，而是将它们看作亚太自贸区的实现途

径。只要各方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思维，亚太自贸区的美好图景必将实现。

亚太自贸区形成“北京路线图”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2014APEC 开启中国时刻，北京再次令

全球瞩目。

11 月 9 日至 10 日，2014APEC 工商领导

人峰会在北京召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谋求持久发展 共

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至少 8 次谈到

‘创新驱动力’。创新驱动力可以从软硬两

方面来理解，所谓软，即从思想意识上创新，

提高企业的核心价值；所谓硬，即从企业的

治理结构上创新。改革是所有问题的出发

点，企业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根本出路就

在于创新。”北京嘉恒美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金硕在峰会现场接受《中国

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

金硕认为，世界产业格局正在以惊人

的速度发生变革，中国企业要捕捉并把握

未来的创新驱动力，这是成功转型升级的

关键。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在经历改革开放 30 余年 10%左右的高

速增长后，中国正站在持续发展的十字路

口，处在“换挡期”的中国经济未来很可能长

期处于中速发展阶段。这种转变，实质是由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态势决定的。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中央的顶层设

计，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基于不同地区的

产业基础和实际情况，要找出创新的发展路

径、生产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为中国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注入动力已经迫在眉睫。

金硕认为，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背

景下，在“世界是平的”所带来的机遇中，中

国企业如何直面挑战、实现突破，从优秀迈

向卓越，是企业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以

前，我们单独谈创新，单独谈驱动力，而现

在，我们应该将创新与驱动力融合在一起，

创新驱动力是一个词。未来，创新驱动力将

是使中国企业实现突破的最佳途径。

“企业家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

新，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

破，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

术。”金硕特别提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认

为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系统聚合效应。系统

聚合效应是主体通过网络共享信息、知识、

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而形成的一种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复合经济效应。正如管理学

大师、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所言：“未来企业

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也不是产品服务的

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只有将创新和

驱动力融合，才能实现符合市场需要的商业

模式创新，有效地提升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加快文化贸易新突破

中国企业需要创新驱动力，中国文化贸

易同样也需要实现新的突破。

金硕认为，其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走

出去”，国外的优势文化“引进来”。

统计数据显示，今后 5 年，中国进口商

品累计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

将超过 5 亿人次。中国发展给亚太和世界

带来的机会和利益是巨大的，带来的商机是

持久和无限的。

“出境游无疑将带动文化贸易的实现。”

金硕表示。

“具体到企业层面而言，文化创意的重

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创意已经成为引领现代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创意世界文化信息有

限公司董事长何章杰认为，要加快树立对外

文化交流的新理念，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和加大拓展国外文化市场的力度。无论是

动漫产品，还是其他文化产品，都应该面向

市场去生产，市场认可的才能生存下去。而

大学里教授的论文和其它艺术品，如果没有

需求和创新，最后只能成为“文化遗产”，被

束之高阁。

北京正阳天下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许俊萍认为，地球正变得越来越

小，各国的联 系 越 来 越 密 切，文 化 在 贸 易

领 域 的 作 用 将 越 来 越 大 。 要 通 过 多 层 次

多渠道的国际互补互动，来拓宽中国文化

建 设 的 思 维 方 式 ；通 过“ 请 进 来 ”、“ 走 出

去”，加快拓展中国文化建设的空间，加快

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步伐。文化，作为一

种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传播必将提升中国在世界

经济体系上的影响力。

2014APEC打造创新驱动力升级版

11 月 9 日至 10 日，2014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在国家

会议中心召开，“APEC 未来之声青年营”作为亚太地区青

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再次受邀列席会议，与工商界领袖进

行近距离接触。峰会上，来自亚太地区 21 个经济体的 116

位青年代表聆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外工商界领

袖的演讲，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他们利用会议间隙，采访

了参加峰会的工商领袖，与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宁

高宁、澳大利亚力拓集团总裁威尔士、中国银行董事长田

国立、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

HTC 首席运营官徐涛等 30 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广泛接

触，就青年关心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

本报记者 季春红 徐淼 曾青青 摄影报道

截稿新闻

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举行会

晤，双方共同确认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

性谈判。会晤后，在两国领导人共同见

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通

商产业资源部部长尹相直分别代表两国

政府签署了结束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

的会议纪要。至此，东亚经贸格局或得

以永久改变。

中 韩 自 贸 区 谈 判 于 2012 年 5 月 启

动，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

域 最 广、涉 及 国 别 贸 易 额 最 大 的 自 贸

区。根据谈判成果，在开放水平方面，双

方 货 物 贸 易 自 由 化 比 例 均 超 过“ 税 目

90%、贸易额 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 个领

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

购、环境等“21 世纪经贸议题”。同时，

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

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

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

判。中韩自贸区谈判实现了“利益大体

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此前有预测指出，中韩自贸区一旦

建成，中国的 GDP 将增长 1%至 2%，韩国

经济将增长 2%至 3%。届时，中韩有望

形成一个人口高达 13.5 亿、GDP 高达 11

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而中韩自贸区的建成不仅将极大地

推动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升级换代”，更

将对东亚地区另一个自贸区——中日韩

自贸区谈判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进度

缓慢。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能否以更

务实的举动为自贸区谈判营造更为有利

的环境，不仅关乎日本经济复苏进程，更

关乎东亚的发展与繁荣。 （欣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