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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亚洲应从历史和现实中充分汲

取经验，利用自身的独特智慧和文化优势，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

在差异中追寻共存与和谐发展。本届上海论坛以“亚洲智慧：在多元

中寻求和谐发展”为主题，所有与会代表就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

问题广泛讨论。亚洲智慧的核心是包容促团结、和谐创繁荣。亚洲各

国必须相互尊重并凝聚起智慧并将之转化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理念、战略、制度、政策与行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亚洲需要更具前瞻性地引领科技创新。 

应对时代挑战的关键性因素是科技创新。亚洲各国应洞察世界科

技发展前沿，探索并引领新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技术路径与应用领

域，建构符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特征的现代能源信息系统，将先进的理

念、技术和制度内化于本国或区域内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带动新

兴产业的成长，创造新的市场，催生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社会的持

续发展。 

 

二、亚洲需要更科学理性地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第一，亚洲各国要继续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在 WTO 国际贸

易和投资规则框架下增加贸易，并从制度上推进亚洲地区与其他地区

之间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内则通过完善市场规则和

法律制度，提高自身的效率，提升对域外出口的竞争力。 



第二，面对实体经济的挑战和契机，亚洲国家应通过加强广泛的

合作，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共同推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

金融合作向着更深的层次迈进，缓解东亚地区金融体系不稳定风险，

增强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 

第三，要切实提升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将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

和区域金融货币合作所推动的亚洲区域内主要经济体进行产业重组

作为主要抓手。 

 

三、亚洲需要更积极稳健地探索管理制度变革。 

第一，在亚洲地区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需通过城市管

理创新和社会体制创新，应对更加复杂的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变迁带

来的挑战，创造美好和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第二，面对以新媒体为标志的第四次传播革命，亚洲各国政府应

该与时俱进，以开放心态应对网络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变迁，逐渐

完善适合现代信息社会的新闻传播规制与管理体系。 

第三，亚洲各国需要通过合作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分享，寻求公平

高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慢性病给卫生系统乃至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探索具有各国特色的全民保健之路。 

 

四、亚洲需要更具耐心地促进区域事务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亚洲各国应积极寻求区域合作，增进互信，

共同应对和治理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并增强亚洲各国在环境问



题上的发言权。 

在法律合作方面，法律多元性为法律智慧的丰富提供了条件，法

律智慧为国家间的法律统一提供了依据、创造了条件。亚洲各国应通

过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争端解决机制，依据国际法原则来解决区域

内的各种争端以及问题。同时，也应尝试推进部分民事法律在主要国

家的统一化，探索亚洲法律智慧的交融与和谐的新途径。 

 

五、亚洲需要更富韧性地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亚洲的主流。解决当前存在的纷争，要按

照立足亚洲、多方借鉴，循序渐进、和平自主，合作共赢、价值整合，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尊重和遵循亚洲人民的共同意愿和福祉，

以寻求地区普遍和平、全面发展与繁荣为目的，致力于各类问题的解

决。 

上海论坛 2013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欧美国家纷至沓来的危

机，亚洲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亚洲的未来必将像历史和现实

呈现出的一样多元多彩。历史经验表明，亚洲的活力要真正在转化成

亚洲崛起，就需要全亚洲团结起来，在多元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实

现发展。亚洲各国应充分尊重彼此差异，充分协调彼此立场，充分开

展务实合作，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方面充分实现

互利共赢。亚洲智慧，是全亚洲人民的财富，是亚洲各国各地区各民

族在多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