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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歷來是博鰲亞洲論壇的重點。近年來，亞洲區
域合作勢頭迅猛。據悉，本屆年會選取了正在熱議的「一
帶一路」、東盟共同體、東亞經濟共同體等，將邀請參會
的相關國家領導人出席。對於外界廣泛關注的「一帶一
路」，周文重提醒，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過程
中，須對合作對象逐一具體分析，防範匯率波動和債務風
險衝擊。
周文重透露，本屆年會上，國務委員楊潔篪將於28日下

午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表演講；外交部長王毅將於同
日下午就東盟共同體發表演講；香港特首梁振英將於27日
下午就「一帶一路」和香港的機遇發表演講；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等將就構建東亞經
濟共同體發表演講。

各國亟待提高FTA利用率
「目前全球各類區域性FTA（自由貿易協定）已達583

個，但真正開始實施的只有277個，不足一半。企業實際
利用FTA的比率普遍不高。提高FTA的利用率和整合碎片
化的FTA體系，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和迫切願望。這種

需求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有力抓手。」周文重說。
周文重指出，當前世界各國普遍面臨既要保增長，又要

調結構的雙重挑戰，因此把解決這兩大難題的聯結點放在
增加定向投資、加快基礎設施開發建設上，這為我國與沿
路沿線國家合作提供了良好機遇和平台。
「推進『一帶一路』也面臨着地緣政治和國際金融兩大

風險。」周文重提醒，沿路沿線的合作夥伴中，許多是正
處於社會和經濟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在安全
和發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確定性矛盾，其中地處中東、中亞
以及南亞這一「戰略不穩定弧」的國家尤其如此。
周文重說，外界普遍認為亞太區域未來10年間基礎設施

投資將達8萬億美元，體量很大，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如何逐步地落到實處。
周文重表示，今年美聯儲將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鬆
政策，歐洲和日本央行則在擴大，這將加劇國際貨幣
市場的動盪不定。此外，全球債務規模的膨脹速度遠
高於全球GDP增速。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過
程中，須對合作對象逐一具體分析，防範匯率波動和
債務風險衝擊。

每年春季，周文重都會準時得像候鳥
一樣，頻繁往返於春寒料峭的首都北京和
陽光明媚的海南博鰲，籌備一場亞洲的盛
會。外界也許並不清楚，這位頭髮花白仍
然精力充沛的長者，曾為多位領導擔任翻
譯，「一國兩制」就是由他首譯；他曾見
證了中國駐美大使館的誕生，並前後5度
常駐美國。在迄今為止近45年的外交生
涯中，他從初出茅廬的「一介書生」，成
長為一位縱橫捭闔、獨當一面的資深外交
家。

1970年，25歲的周文重風華正茂，作
為北京經貿學院的高材生分配到外交部。

3年後，他被選派到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巴斯大學、倫敦經濟學院深造。
之後，他進入外交部翻譯室，多次在鄧小
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的出訪
和接見活動上擔任翻譯，並有幸成為第一
個翻譯「一國兩制」的人。

鄧小平講話口語化 翻譯較難
「小平同志講話非常口語化，很簡

潔，但意思深刻，給他做翻譯難度還是比
較大的。在翻譯之前，他會告訴我們他會
重點講什麼、什麼問題、重點詞，這就給
了我們提前準備的時間。」

「我記得有一次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代表團來訪，團長是曾當過前總統卡特
特別助理的布熱津斯基。當時小平同志
第一次用了『一國兩制』的說法，給我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解決香港、台灣問題
用『一國兩制』的辦法，這是一個創
舉。」

1978年，周文重第一次常駐華盛頓，
並在中美建交談判中任翻譯。在美期間，
他見證了中美關係的轉折，親身經歷了
1979年3月1日中國駐美聯絡處升格為大
使館的換牌儀式，看到了五星紅旗首次在
中國駐美大使館上緩緩升起。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10
多年裡，周文重又兩度赴美先後出任了中
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駐洛杉磯

總領事和駐美大使館公使。此後，他
又先後出任中國駐澳大使、外交部部長助
理、外交部副部長等職。2005年3月，花
甲之年的周文重成為了中國第8任駐美大
使。五年後，他又卸下大使重任，出任博
鰲論壇掌門人。

從外交部一位翻譯室科員，到中國駐
美大使，再到今日的論壇秘書長，中
國外交這根最敏感的神經，磨練着周
文重的耐心、謹慎與「走鋼絲」的技
巧。對於這位資深的外交官，外界經
常是豎起大拇指，讚揚他思維敏捷，工
作嚴謹細緻，有很強的
開拓創新意識，既敢於
「碰硬」，也有「軟實
力」。

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主題是 「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
體」，東道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各國領導人將出席開幕式並

致辭。周文重介紹，本屆年會共圍繞主題設置了77場正式討論，
分別從宏觀經濟、區域合作、產業轉型、技術創新、政治安全、
社會民生等六大領域探討如何加強合作，在亞洲各國間樹立起
「求同存異、休戚與共、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命
運共同體意識。

唯亞洲未有全域性合作組織
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亞洲所有經濟體，不論大小，都以美國作

為自己最大的雙邊貿易夥伴，但是現在，隨着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發
展，亞洲區域內貿易額，已經遠遠超過亞洲同北美以及亞洲同歐洲
貿易的總和。越來越多的亞洲經濟體相互成為最主要的貿易和投資
夥伴。周文重認為，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展及其所帶來的共同利
益，成為亞洲新未來的基石。
這位博鰲亞洲論壇的掌門人指出，亞洲的共同命運，就在於這個

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洲，只能通過互利共贏的合作，實現共同的
繁榮與安全。他說，無論各國之間存在怎樣的差異和矛盾，亞洲的
繁榮與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亞洲的未來與各國的命運，是不可分割
的；亞洲只有一個亞洲各國人民共同擁有的未來。
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所有大洲都在地區合作的大框架下，
先後建立起全洲性的地區合作組織，唯獨在亞洲這個最具合作活
力和合作潛力的地區，迄今沒能建立起全洲性的地區合作組織。
但周文重認為，這並不意味着，亞洲地區的合作潛力就比其他大
洲差。恰恰相反，豐富的多樣性多元性，提供了更加多元多樣的
合作機遇。

清潔能源應成亞洲經合重點
那麼，未來亞洲經濟發展要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周文重認為，

亞洲作為世界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區，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方
面，面臨着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區都尖銳的挑戰。未來要實現亞洲經
濟的可持續發展，本地區各經濟體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深化合作：
第一，具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亞洲，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

費地區，必須在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方面，進行從科技研發到推廣
應用的全方位合作；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應該成為亞洲地區經濟
合作的重點；
第二，環境污染是不受國界限制的，因此亞洲各經濟體政府在環

境保護與污染治理方面，應該進行充分而深入的政策協調與措施協
調，為此，有必要通過各種交流合作平台，包括博鰲亞洲論壇這個
平台，探討和建立多形式、多層次環保政策協調與合作機制；
第三，把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建設同可持續發展戰略緊密結合，

使互聯互通更有效地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更有效地縮小地區
發展差距，更有效地實現本地區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事業的協調
均衡發展。

周文重，男，1945 年 8
月出生於中國重慶。對外

經濟貿易大學畢業。現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博鰲亞
洲論壇秘書長。曾任中國駐美公使、中國駐澳洲大使、
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美大使等職。

周文重簡歷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專訪

：

周
文

塑
造
塑
造
互
利
共
贏

互
利
共
贏
新
亞
洲

新
亞
洲

重

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將於26日至29日在

海南博鰲召開。論壇看點多多：習近平主席將發表

主旨演講，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將出席，圍

繞「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主題，由多國

和地區官、商、產、學鉅子參與的分論壇多達77

場。論壇秘書長周文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指

出，習近平主席2013年年會上提出要牢牢樹立亞洲

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主張十分重要，新亞洲應成為世

界上通過互利共贏合作，實現包容性發展、可持續

繁榮的成功範例，應塑造一個高度繁榮、相互依存

的新亞洲，使其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扮演新的更

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記 者：今年的年會首次開設了農業、司法
和宗教板塊。開設這些新的板塊，是基於怎樣
的考慮？
周文重：隨着論壇影響力的提高，大家對論壇
的期待也有所提升。每年我們都努力對會議的內
容設置進行擴展，並在年會前廣泛徵詢會員、合
作夥伴、參會代表等建議。2015年，應大家的建
議和要求，除了延續去年熱度最高的一些亮點話
題，我們選擇增加了農業、司法和宗教分會。
今年新增這三個板塊，將很有看點。農業方

面，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三農問題
不再是孤立的農村的問題。年會安排了兩節內
容，分別討論農村的普惠金融，和城鎮化背景
下的三農問題。
而司法這一節，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與印

度、南非、俄羅斯、巴西等金磚國家的大法官
們將共同出席題為《重典治污：司法的力量》

的分論壇，繼續「有牙齒的環保」這一在兩會
期間熱議的話題。
宗教板塊，論壇的老朋友星雲大師和多位佛

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領袖將在《中道圓
融：凝聚善願的力量》的一節共同探討宗教和
平與善願的精神。希望這些安排，給大家帶來
耳目一新的感受。

各界討論成政府決策參考
記 者：博鰲亞洲論壇作為一個經濟主導的

國際性論壇，近年政府參與比重越來越大，政
治議題也越來越多，中國色彩越來越濃，您如
何看待這個趨勢變化？
周文重：多年來，隨着論壇影響力的提升，

話題涉及的範圍逐年拓展，參會的群體也不斷
擴大，從剛開始主要以財經類話題為主，工商
類代表為參會主體的平台，擴展為包含政治、

財經、科技、文化、外交、社會等各類議題，
參會代表範圍也涵蓋政府官員、科學家、文化
學者、社會名人等等。
特別是近年來，論壇作為一個非官方的國際

交流平台，得到東道國中國政府和亞洲各國政
府的大力支持，每年都有多國領導人聚集在博
鰲，就亞洲國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發表主旨演
講。還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不僅參加開

幕演講，還出席各種分論壇會議的討論。
這說明，論壇正從早期以工商界為主體的交流
平台，提升到官、產、學的多方高端交流平台。
這不但使各界在論壇上討論的話題，可以更加容
易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成為政府決策的參考。
政府所關心的問題，也可以通過這個平台來聽取
意見，形成務實的決策推動力。這對促進亞洲區
域合作和一體化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一帶一路」須防匯率債務衝擊

年會首設農業司法宗教三板塊年會首設農業司法宗教三板塊

資深外交家 首譯「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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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重曾為鄧小平
擔任翻譯。 資料圖片

■■論壇新增農業論壇新增農業、、司法和宗司法和宗
教板塊教板塊。。圖為圖為20142014年博鰲亞年博鰲亞
洲論壇年會活動洲論壇年會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2013年博鰲論年博鰲論
壇年會與中外企業家代表交談壇年會與中外企業家代表交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周文重周文重。。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