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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11月16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张军 16 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表
示，乌克兰危机呈现长期化、扩大化、复杂化态势,
令当前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承压，给世界
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国际社会要共同支持危机和
平解决。 张军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乌克兰危机及其外溢影响是这一变局的典
型缩影，凸显了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张军
说，希望有关各方能够相向而行，尽快开展直接接
触，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要共同防止核风险。
国际社会要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
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要共同改善人道主义局

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认真遵守国际人道法，全
力避免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防止出现更
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要共同减缓危机外溢影
响，管控好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粮食、金融等
领域造成的巨大冲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就乌克兰问题阐述中方立场

倡导开放包容

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
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合
组织自成立以来，领风气之先，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江盖·天努库
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总人口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贡献了全球约 60%的国
内生产总值，“如果每一个经济体都能合作开展贸易，
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能量”。

今年会议主题是“开放、联通、平衡”。对此，江盖
表示，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持续存在，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应坚持开放和包容原则，避免政
治干扰，促进自由贸易和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在内的互
联互通。

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议程也备受关注。2022年亚
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他尼·通帕迪表示，亚太经合组
织成员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自贸区建设将为
各经济体带来重大利好。

携手共迎挑战

新冠疫情的暴发重创世界经济，也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造成负面影响。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如何借

“重启”经济的机会建立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是包括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内各方的共同愿望，也需
各方共同努力。

“疫情让我们更加注重数字化转型，也让我们看到
数字化对于推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亚太经
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丽贝卡·玛利亚说，期待亚太经
合组织成员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和创新方面的投入，深
化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
供应链韧性不断加强。

据江盖介绍，泰方作为轮值主席将向会议提交三
个紧急议题——应对通货膨胀、粮食安全和气候变
化。这些都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江盖说，希
望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合力解决这些挑战。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亚太经合组织研究
中心主任克雷格·埃默森认为，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迫

切需要疏通供应链，“尽早修复供应链受阻问题有助于
缓解通胀压力”。

他尼表示，希望泰国提议的生物经济、循环经济和
绿色经济模式的曼谷目标能获得通过，这将有助于亚
太经合组织迈向“强劲、平衡以及具有可持续性、包容
性和有韧性的未来”。

期待中国声音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经济合作平台。中
国加入这一组织31年来，始终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为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引领经济全
球化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多次阐述共同构建开放包
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
理念主张。面对各种复杂挑战，各方普遍期待中国方
案为亚太地区合作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宋
立刚说，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增长乏力，通
胀压力很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大，中国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复苏释放了积极信号。

在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看
来，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穷，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
了宝贵经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者，可以帮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清洁能源转变，为缓解全
球气候变化影响作出巨大贡献。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委员会前执行董事、新西
兰国际贸易论坛执行董事斯蒂芬·雅各比说，中国通过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新自贸协定升
级议定书实施，以及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增强了
亚太区域的一体化和包容性。“我们期待合作能够继
续，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共同解决疫情给经济带来的问
题，惠及全球。”

泰国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司长奇猜表示，“中国
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
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中国在亚太、在全球引领
这一进程。”

（参与记者：郝亚琳、王琪、李晓渝、岳东兴、白旭、
汪艺、卢怀谦、陈正安、宋宇）

新华社曼谷11月17日电

携手应对挑战
加快经济复苏

——亚太经济体盼亚太经合组织为
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王亚光 毛鹏飞

2022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于18日至19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主题是“开放、
联通、平衡”，旨在推动实现更平衡、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或
“APEC”，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
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渐成潮流。随着亚太地区
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时任澳大利
亚总理霍克于1989年1月提议召开亚太地区部长
级会议，讨论加强经济合作问题。

1989年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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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培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
着这一组织正式成立。1991年11月，中国正式加
入亚太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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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称“首尔”）举行并通过《汉
城宣言》，正式确立这一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即“为
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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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经合组织共有5个层次的运作机制：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和
工作组；秘书处。其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
经合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1993年11月，亚太经
合组织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
开。

目前，亚太经合组织共有21个成员。此外还
有3个观察员，分别是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
作理事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

（新华社记者陈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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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11月18日
至1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将聚焦发展、合作和亚太自贸
区建设。本次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四年来首次线下聚
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当前，亚太经济体正面临新冠疫情、高通胀、全球金融环境收
紧、地缘政治紧张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共同挑战，各方期待通过亚
太经合组织平台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促进经济复苏，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11月9日，一名女子
在泰国清迈制作“插
隆”。

2022年亚太经合组
织（APEC）会议会徽的
设计灵感来自泰国传统
竹编器皿“插隆”，设计者
是21岁的泰国朱拉隆功
大学学生查瓦农·翁特拉
库容。红、绿、蓝3种颜
色交织的竹条之间有21
个开口，象征着亚太经合
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之
间的紧密合作。设计不
仅融入了泰国独特的文
化元素，也充分展示了本
次会议的主题。

新华社记者王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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