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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德昇主稿 

 

 習近平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對內強調深化改革與開放，市場將持

續擴大開放、改善投資環境，對外向美國貿易戰喊話，願採取措

施降低貿易戰的衝突，對臺則訴求溫情與功能，將改革開放貢獻

歸於臺商臺胞。 

 習近平「十九大」後獲最高權力，雖有利政策執行穩定與持續，

惟需面對懶政消極作為的問題。中國大陸未來十年或將成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參與更多國際經貿規則的制訂，我方應務實理性

面對兩岸互動發展，並化解可能的風險。 

 

（一）多目標導向之論壇規劃 

  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簡稱 BFA），由 25 個亞洲國家和澳大利

亞發起，2001 年 2 月 27 日在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召開大會，正式宣布成

立。該論壇主要聚焦經貿議題，吸引世界多國領袖與企業家參與，有如總

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達沃斯（Ｄavos）論壇，因此，博鰲亞洲論壇亦有亞洲

的達沃斯之稱。 

    2018 年博鰲亞洲論壇於 4 月 8 至 11 日召開，主題為「開放創新的亞

洲，繁榮發展的世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10 日並發表主旨演講。中共

領導階層希望透過這個平臺，宣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新動

向，同時也強化和企業界對話和交流，展現習近平「十九大」後的政策思

路。 

 習近平近 6 年共 3 次參會，顯示對此一國際經貿論壇之重視。總體而

言，博鰲論壇是一個多目標導向的政策釋放與對話平臺，具有對內、對

外，並兼具對臺訴求的功能和效應。 

 

（二）對內：強調深化改革與開放 

習近平主旨演講特別凸顯紀念與反思改革開放 40 年，以及強化和落

實改革開放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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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市場要繼續對外開放，過去的管制措施將鬆綁與擴大開放，並

且要求及早加快落實相關的政策；第二是要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希望能夠

吸引更多外資投入市場，只有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才能真正吸引外資；第

三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這也是多年來中國大陸市場最弱的環節，遭到許

多外資批評。此次習決心希望智慧財產權問題與糾紛能得到解決；第四個

是擴大進口措施，今年中國大陸 11 月將在上海舉辦擴大進口的博覽會，

陸方將進一步擴大進口，改善貿易爭端。 

 

（三）對外：向美國貿易戰喊話 

        習在主旨演講中，無論是市場開放、改善投資環境、智財權和擴大進

口，都是回應近來美國和中國大陸貿易戰的訴求，願做一些積極改善的措

施，並期降低貿易戰的衝突與可能性。透過這次的論壇向美國喊話，期許

深化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訴求，成為共同之價值，讓外資吃下「定心

丸」。不過，習也在主旨演講中暗諷川普政權。他表示「面向未來，我們

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

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走對話而不對抗、結

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不搞唯我獨尊、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不

搞以鄰爲壑、恃强淩弱的强權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實現持久和

平」。 

 

（四）對臺：溫情與功能訴求 

        習近平在會見臺灣代表團時特別提到改革開放 40 年，臺商和臺胞在

功勞簿上是要記一筆的。換句話說，習認同過去臺灣同胞在改革開放所做

出的積極貢獻。一位在場知名臺商事後表示，他感到溫暖。習也不免俗重

申「九二共識」和「兩岸一家親」的訴求。另外，習近平展現自信認為，

即使在兩岸未來發展仍會有困難、障礙和波折，仍對兩岸前景有審慎樂觀

的預期。 

 

（五）評估與展望 

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取得最高的權力，在可預期的未來，他會

在政策執行上有更大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因此，無論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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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商機的拓展，或是兩岸關係的推動，應該是一個歷史的機遇期。如何

務實與理性面對兩岸的互動與發展，並化解可能風險仍值得積極思考。 

  中國大陸在這一波改革開放採取更積極的作為，如果在市場障礙的排

除和市場開放更符合國際標準，未來歐美國家將認定其市場經濟地位，中

國大陸有望參與更多國際經貿規則之制訂。結合未來十年中國大陸將成為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其中所產生的商業、市場與地緣政治效應，也值得

評估和觀察。 

        中國大陸發展並非沒有挑戰，儘管它的官僚體系有更嚴苛的管理，但

同時也存在「怠政懶政」的消極作為，許多的改革開放措施最後能否執行

到位與有效的落實，這跟地方的利益、官僚素質和政績誘因，有很大的關

聯性。因此中國大陸改革與發展，並不只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它在軟體運

作、管理服務、人民素質的提升，以及獲得國際與臺灣人民的信任，也是

同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