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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博鰲焦

出席會議的16名相關官員和代表來自東盟8個國家中的9個省市，包括：
文萊斯里巴加灣市、柬埔寨磅湛省、柬埔寨金邊市、印尼峇里省、老撾

萬象市、馬來西亞檳城州、緬甸仰光市、菲律賓宿霧省及泰國布吉府，以及
中國七省市海南、重慶、天津、陝西、南京、杭州、青島。他們圍繞「地方
合作—命運共同體的驅動力」主題展開積極對話，達成多項共識，並簽署了
《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共同聲明》。

填補地方政府交流機制空白
本次對話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海南省政府共同舉辦。中國人民對外

友好協會副會長林怡指出，本次對話填補了中國—東盟地方政府交流機制的
空白。
2015年正值中國－東盟海洋合作年，與會各國省市長均認為，此次對話是搭
建中國—東盟各國地方合作平台，發揮地方交流機制，促進中國—東盟關係發

展的務實之舉。實現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
重大倡議都需要地方參與。開展地方合作已成為中國和東盟各國攜手打造命
運共同體的普遍共識和強勁動力。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進中國—東盟省市長
對話的機制化建設，倡議每年論壇年會期間定期定址在海南博鰲舉行。
與會各省市將秉承開放包容的精神，分享各自成就和機遇，加強在互聯互

通、海上合作、投資、旅遊、農業、人文等方面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促進
中國與東盟各國進一步增信釋疑、深化友誼，推動雙方關係更上一層樓。

藍色經濟帶動建設和平南海
曾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的海南省長劉賜貴表示，希望與東盟各省市攜手以藍

色經濟為紐帶，打造「環南海旅遊經濟圈」，並提出五點建議（見表），透
過精誠合作、互惠互利、共同把南海建設成合作之海、友誼之海、和平之
海、發展之海，共同譜寫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安莉 博鰲報道）來自中國和東盟國家的16個省市的政府主要官員及代表，昨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年會期間首次舉行的「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圓桌討論。與會代表圍繞「地方合作—命運共同體的驅動力」主題展開積極對

話，達成多項共識，簽署《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共同聲明》。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進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的機制化建設，加

強在互聯互通、海上合作、投資等方面合作，實現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同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劉賜貴5點建議
打造南海經濟圈

1. 共同推進互聯互通。統籌謀劃海
上、航空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直航
航線和班次，建立港口城市合作機
制，構建區域物流體系。

2. 共同推進藍色經濟合作。共同規
劃、開發南海旅遊線路，開闢「一
程多站式」跨國郵輪環線，打造
「環南海旅遊經濟圈」。加深海洋
漁業合作，探索建立海南漁貨交易市場。共同打造東盟「種
子硅谷」。

3. 共同推動海洋環境保護。加強海洋環境監測監管和污染防
控，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合力建設海洋生態文明。

4. 共同開展海上應急救助。保障海上航道暢通與安全。
5. 共同擴大人文交流。推進教育、科技、文化、體育、宗教等
領域交流合作；聯合開展水下文化遺跡保護與修復，推進海
上絲綢之路申遺工作。

■記者何玫、安莉博鰲報道

中國東盟省市長建對話機制
加強地方合作 分享發展機遇 共建海上絲路

論反腐 民企求發展須重塑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立東博鰲

報道）位於中國南部的海南島一向以其南
國風光和潔淨空氣為名片，自博鰲論壇開
幕以來，博鰲PM2.5指數一直保持在10左
右，「無霾」的環境讓與會嘉賓身心愉
悅。在昨日舉行的「霧霾與健康」分論壇
上，來自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的各路嘉
賓積極建言，強烈要求「抗霾」。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氣象局原局長秦
大河認為，合理的霧霾治理取決於政府、
科研機構和民眾的聯動效應，「中國的抗
霾行動非常堅決，民眾的環保覺悟也有了
很大增強，要說治霾成功的可能性，我認

為是很有希望的。」秦大河表示，人們必
須要改變生活方式，過簡樸的生活。
中國環保部總工程師萬本太表示，中

國能源主要以煤炭為主，燒煤和工業排
放佔到所有污染物排放的一半；排第二
位的是汽車排放。如果不改變能源結
構，不減少煤的燃燒，治理霧霾就不可
能成功。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則認為建築行

業降低能耗，對治理霧霾可能更為重要，他
表示將建築物的年耗電量降低至每平方米
55.7度電，這一數值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日
本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全球領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立東
博鰲報道）反腐話題成為博鰲論壇熱
議的焦點之一。在昨日舉行的「民營
企業家圓桌」分論壇上，與會嘉賓一
致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民營企業
必須轉變觀念，只有依靠制度、法律
平等、自主創新等才能獲得可持續性
發展。
與會嘉賓坦言，長期以來，民營企
業的發展不少是找後門、托關係、通
過各種不正當手段來獲取特殊利益，
現在這些老路子已不再適應新常態下
的民企發展，一定要斷掉寄希望於哪

個領導特殊照顧的念頭，而要靠自己
的核心競爭力取勝，民營企業須重塑
公平，而不是特權。
原國家體改辦副主任邵秉仁指出，

所謂反腐就是要打破利益壟斷，「利
益的藩籬被打破，可能推動改革」。
邵秉仁進一步分析，如果國有企業壟
斷不打破，「就沒法談混合所有制改
革」，民營企業也不會介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則指出，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一
大問題是競爭環境不平等，主要是貸
款問題。

首發亞洲經濟前瞻指數 料增長略放緩

契合東盟國發展 海洋合作效應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對於

《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共同聲明》，商務部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
任白明向本報指出，中國和東盟產業之間有廣
泛互補性，如果中國的技術、資金能夠和東盟

各國的發展很好契合，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一定能夠產生增量
效果。預計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中，海洋合作將會是
一項重要內容。
自2002年啟動自貿區談判以來，雙邊貿易增長了8倍，東

盟十國的人均GDP增長了2倍多，中國連續5年是東盟最大貿
易夥伴，東盟已成為中國第3大貿易夥伴。東盟自貿區90%的
產品已實施零關稅。白明表示，一系列數據表明，東盟各國已
經從與中國的合作中獲益。目前，雙方正努力爭取中國—東盟

自貿區升級版談判盡快完成。而升級的方面，自由化、貿易
便利肯定是必選項，海洋方面也會是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

油氣旅遊合作料有突破
白明認為，東盟大部分是沿海國家，雖然現在各國在海洋

開發方面相對還是比較薄弱，但海洋戰略將是各國未來發展
的重要方向。如果中國的技術、資金能夠和東盟各國的發展
需求很好契合，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一定能發揮1+1大於2的
效果。「海洋空間十分廣闊，資源也非常豐富，並不是舉一
國之力就可以開發的」，白明說，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戰略倡議的提出，讓很多東盟國家看到雙方在海洋合作
的前景，雙方在生物、油氣、礦產、旅遊、互聯互通等方面
的合作或會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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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財政部部長
樓繼偉昨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市
政債：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
最優選擇」分論壇上表示，中國
整體債務佔GDP比重不到40%，
相比其他國家比較低，中國總體
債務規模可控。針對中國官方是
否會允許地方政府破產的問題，
樓繼偉表示，中央政府將負起監
測責任，不必走到地方政府破產
這一步，就能把前述問題解決。
據新華社報道，樓繼偉在會上

說，目前，地方債的規模比國家
債務的規模大，國債將近10萬億
元，地方債在審計署2013年6月
審計的情況來看，按當時估計的
政府需要代償的比例估算，地方
政府要償還的債務責任在12萬億
到13萬億元之間。從目前的統計
結果看，有一定的增長，但是增
長的速度比預估要低。
樓繼偉表示，對於地方債務首

先是規範，使之變成真正的債
券。將予以實施緩衝措施，逐步
化解風險，把這些債務的利率逐
步降下來。

發債責任只授給省一級
另據中新社報道，針對中國會

否允許地方政府破產的問題，樓
繼偉指出，各國制度不一樣，比
如美國差不多幾年就有一個縣破
產，主要因為美國屬於地方自
治，但中國不是；中國的《預算
法》只把發債的責任授給省一
級，而且只允許財政發債，因此
每個省必須對下面所有的債務實
施管理。樓繼偉強調中央政府主
動負起監測責任，不必走到破產
就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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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立東 博鰲報道）博
鰲論壇今年首次發佈「2015亞洲經濟前瞻指數」，稱
亞洲經濟增長指數為88.9，預示2015年亞洲經濟增速
比上年將有所回落；亞洲就業指數為90.8，預示2015
年亞洲地區總體失業率比上年略有上升；亞洲國際貿
易指數為113.0，預示2015年亞洲經濟體國際貿易增

長比上年將明顯加快，國際貿易的活躍有利於亞洲經
濟增長的回升。
2015亞洲經濟前瞻指數調查由博鰲亞洲論壇、凱迪
拉克、《財經》雜誌首次聯合發起，調查對象包括參
與博鰲亞洲論壇的全球知名經濟學家、財經媒體，尤
其是政商界重要人士。今後這項調查將每年進行，並

在當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發佈調研報告。
從發佈的數字上看，亞洲經濟最引人注目的時代已
經漸行漸遠，雖然總體增長趨勢不變，但增長預期並
不樂觀。受訪者預期，與2014年相比，2015年亞洲經
濟總體上將呈現輕度放緩趨勢。亞洲經濟前瞻指數為
95.4，略低於臨界值。

論抗霾 環保覺悟增 治霾有希望

■海南省省長劉賜貴在
對話會上發言。新華社

■■與會代表圍繞與會代表圍繞「「地方合作—命運共同體地方合作—命運共同體
的驅動力的驅動力」」主題展開積極對話主題展開積極對話。。 中新社中新社

■■工作人員趁午休時間到會場外拍照留念工作人員趁午休時間到會場外拍照留念。。中央社中央社

■■「「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昨日在海南博鰲舉行昨日在海南博鰲舉行，，與會嘉賓共同攜手合影與會嘉賓共同攜手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