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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恺

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9日在俄罗斯远东海滨城市符
拉迪沃斯托克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融合谋发展，创新促繁荣——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旨在为促进亚太地区繁
荣、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地位指明道路。宣言重申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在保障粮食安全、建
设可靠供应链、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系列重要共识。

尽管此次会议在一些具体方
面取得进展，但从根本上说，亚太
区域一体化仍任重道远。即使是
初步达成的环境产品清单，与计划
达成的项目数量仍相差很大。更
何况，各方对环境产品的内涵和范
围依然存在分歧，而各方对进入清
单的产品的降税行动能否真正落
实，也还是个未知数。

分析人士指出，亚太地区特别
是东亚、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形势
复杂，加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
进，也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合作
发展增添变数。对于APEC各成
员来说，不应让政治外交争端破坏
经济合作大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面对未来，

APEC 各成员应该保持长期以
来的运作理念，以稳步推进的方
式化共识为行动，有效推进地区
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将继
2001年之后，于2014年再次主办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此
次会议将深化各成员合作，促进亚
太地区和世界发展繁荣。

 国际财经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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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会议9日落下帷幕

达成系列重要共识 一体化仍任重道远

在为期八天的会议周期间，
APEC成员的政府、工商、学术等
各界人士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世界
和亚太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展
开交流，最终在8日至9日的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共同宣言和
涉及创新增长、能源安全、环境产
品清单、跨境教育合作、反腐败等
五份附属文件。

在共同宣言中，APEC领导人
围绕今年会议的四大议题——“贸
易投资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

化”、“加强粮食安全”、“建立可靠
供应链”、“推动创新增长合作”阐
明了共同立场，还就涉及亚太经济
持续复苏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如
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技
术、能源安全等达成共识。

具体而言，本次会议的突出成
果是就“环境产品清单”达成重要
共识，与会各方经过艰苦磋商和谈
判，达成包含54个目录的环境产
品清单。与会各经济体的政府和
工商界人士大都认为，这一清单的

达成是妥协的结果，反映出各方求
同存异、互利共赢的意愿。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对记
者介绍说，中国提出的清单得到了
多数国家的肯定，最终达成的清单
里有 54%以上的产品由中国提
出。对中国来讲，这是在当前外贸
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获得的一
个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今后在调整
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时，应该更多地
开发环境产品，争取在低关税的情
况下扩大市场占有率。

□新华社记者 李明 应强

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集团首席执
行官贝尔纳·阿尔诺申请比利时国籍的消
息近日遭披露，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引
发有关法国对富人征税措施的争议。

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集团首席执行官
申请比利时国籍

首富欲“出逃”
折射法国税改争议

实际上，与会人士都清醒地认
识到，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复苏
的艰苦阶段，金融市场依然脆弱
动荡，欧债危机积重难返，全球经
济下行风险和压力增大，稳增长、
促复苏任重道远。亚太经济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同
时，也面临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任务。

在此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合
作日益受到各方重视。APEC各

成员认识到，欧债危机给亚太经济
增长造成不良影响，承诺采取措施
扩大需求、促进就业、减少赤字与
公共债务、开展结构改革等，以应
对当前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临
的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反映
出APEC运行机制的有效性。一
直以来，APEC因其论坛性质、签
署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而被认为
是“务虚会”。但俄罗斯铝业联合

公司总裁杰里帕斯卡认为，APEC
已经成为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的重要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各方
可以协商立场、寻找利益契合点，
最终落实到行动中去。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经理
德米特里耶夫也认为，从某种程度
上说，APEC的最重要作用在于为
各经济体政府人士和工商界代表
提供了寻找共识、制订统一解决方
案的可能性。

法国针对富人的税收争议也
是总统选举左右两股政治势力经
济主张分歧的延续。

由于接连受到国际金融危机
和欧债危机打击，法国经济增长
乏力，失业率连创新高，贫富悬殊
加大，社会不满情绪加大。2012
年总统选举中，隶属右翼的前总
统萨科齐与隶属左翼的奥朗德提
出不同的应对危机主张：萨科齐
希望给企业减负，并改革高福利
制度，从而提高法国经济竞争力；
奥朗德主张“公正地重振法国经
济”，保持现有福利，减少贫富差
距。对年收入过百万的高收入者
征收高额所得税，是奥朗德竞选
中极具号召力的主张之一。

随着左翼社会党全面执掌法
国政权，奥朗德逐步践行竞选承

诺，总统和政府官员首先主动降
薪，随后对国有公共企业高管限
薪。从今年9月份开始，奥朗德政
府还将出台一系列税改方案，主
要加税目标对准高收入人群和巨
额遗产。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企业和
富人承担的税负比较重。法国舆
论一方面责怪富人不为法国国库
作贡献，另一方面也在反思法国
税负过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投
资创业。

面对舆论争议，法国政府官
员表示，税改肯定会实施，但会充
分考虑它对法国经济和企业造成
的影响，将视具体情况和目前形
势而定。法国媒体也预测说，对
富人征税的税率应该不会像预想
的那么高。

加税和减负之争

《自由比利时报》8日报道称，
阿尔诺上周向比利时有关机构递
交了入籍申请。法国媒体称，在法
国热议向富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时，
这一消息“如一枚炸弹从天而降”，
使人非常容易地把这一举动与逃
税联想在一起，更何况比利时税收
措施比法国宽松。

法国各界近两天来对阿尔诺
申请“外籍”一事争议不断。“左
派”人士指责阿尔诺“背叛”和“侮
辱”法国，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
和贪婪的表现”。前总理弗朗索
瓦·菲永则认为，阿尔诺有这样的
举动，是因为现政府作出了“愚蠢
的决定”。法国一家雇主协会也

发表声明说，法国企业主“热爱他
们的国家，希望在法国开办企
业”，但他们也有一种“被驱赶”的
感觉。

阿尔诺及其办公室连日来接
连发表声明强调，“阿尔诺现在
是，将来仍是一名法国纳税人。
申请法比双重国籍“纯属个人行
为”，不应从政治角度来解读。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估算，
现年63岁的阿尔诺拥有约410亿
美元资产，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
第四、欧洲富豪排行榜第一。本
月初，他在会见法国总理让-马
克·艾罗时曾对政府拟征高额所
得税的计划表示反对。

首富申请“外籍”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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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多项重要共识

发展包容合作理念

区域一体化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