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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法新社莫斯科5日報道：俄羅斯
總統普京周三稱，俄羅斯在未來對亞洲地區的依賴性會增強，並承諾
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向大家展示 「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家
」形象。

此次APEC峰會8日在俄羅斯東部城市海參崴拉開序幕。作為主
辦國的領導人，普京5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俄羅斯未來對
亞洲地區的依賴性會增強，一體化合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俄
羅斯將把握機遇，加大跟亞太地區的新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

普京說，隨着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三國自由貿易區的
建立，以及俄羅斯正式成為世貿組織（WTO）的正式成員， 「俄羅
斯已經準備好向亞太地區新的貿易夥伴敞開國門」。

普京表示， 「俄羅斯一直以來都是亞太地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完全融入亞太是俄羅斯成功未來、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最重要
保證。」

「我們希望這次峰會能再一次向全世界傳達這樣的信息──俄羅
斯是一個充滿廣闊機遇的國家。」

普京最後指出， 「目前，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亞太經合組織所有經
濟體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保持穩定增長、確保以創新和人才培
養為支點的高品質增長。亞太各經濟體必須充分利用創新領域的合作
優勢，消除壁壘，協調科技政策，共同創立有前景的創新市場。」

普京在去年開展競選總統的活動之前，設想過要集合後蘇聯時期
的各個國家，建立歐亞經濟聯盟，並希望這個經濟聯盟 「能成為連接
歐盟和亞太地區的橋樑。各種經濟模式的緊密融合會在更廣闊的空間
內達到合作無間的效果。」

普京說，作為貿易樞紐，俄羅斯 「可以貢獻的有很多」，順便為
貫穿遠東地區的新亞歐交通線大做廣告。

「相比傳統經過馬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的運輸線路，新亞歐交
通線是具有價格上的競爭優勢的。」

說起今年的會議場館，大
家都有一個共同感受：還是媒
體中心最氣派。

在會議舉辦地俄羅斯島上
，媒體中心所在大樓高達 11 層，與周邊舉
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工商領導人峰會的低
層會議區相比，頗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進
到媒體中心，陳設布置也要比會議區 「奢華
」一些，還設有專門為記者配備的 3D 技術
體驗區，足見主辦方對媒體工作的重視。

由於會址設在海島上，記者們都有 「上
島艱難出島更難」的體會，一些住在島外的

記者為採訪會議起早摸黑，要吃不少苦頭。
而且進出會場都要接受嚴格安檢，會場的路
也不大好找，有時七拐八彎之後才能找到，
有時連領路志願者也會走錯路。

俄羅斯島的天氣變化無常，一日三雨司
空見慣。儘管老下雨，但俄羅斯島上並不
冷，白天最高溫度達到 20 攝氏度左右，
所以還算愜意。當地氣象部門說，8 日和 9
日舉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後，天氣情況將
變好。

不過，按照島上天氣 「變臉」的速度，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舉行時天公作不作美還真

難說。要是下雨，主辦方為領導人安排的一
些室外活動難免要打折扣。

雖然今年的APEC會議無疑是經濟議題
優先，不過在會場之外，體育的主題卻隨處
可見。在媒體中心的三層，2014 年索契冬
奧會、2018 年足球世界杯組委會設立了專
門展區，向各國記者和參會人員推介俄羅斯
的辦賽理念和籌備進展。

索契奧組委會着力展現創新科技的運用
，而世界杯組委會則極力強調足球運動的歷
史，還在展區內擺上了歷屆比賽的用球。

新華社

花絮
APEC

建吊橋起機場 打造遠東三藩市

俄羅斯政府寄望APEC會議結束後，海參崴能夠成為
俄羅斯的三藩市或是伊斯坦布爾，成為俄羅斯面向亞洲的
一扇新窗口，並幫助開拓新市場。所以，儘管當前全球經
濟低迷，各國都勒緊褲帶過日子，但俄羅斯為了此次的峰
會豪擲千金。

由 「向西看」 轉 「向東看」
在當初選擇會址的時候，俄方沒有選擇廣袤大陸上的

城市，卻捨近求遠，選擇了幾乎原生態處女地式的俄羅斯
島。

在海參崴展開的大規模建築活動中，被譽為全球最高
的吊橋尤為引人矚目。這座吊橋高 1872 米，連接了海參
崴和位於俄羅斯島上的峰會舉辦地。另一座橫跨金角灣的
吊橋也已建好，以緩解嚴重的交通堵塞狀況。

同時，迎接參加峰會客人的是一座嶄新的機場。他們
下飛機之後，可以即刻搭乘新竣工的輕軌直達市區。整個
城市的基礎設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包括城市下水
道處理系統等。

改建經費總額高達207億美元（約1606億港元），超
過倫敦奧運會支出的140億美元，這對於深受經濟危機影
響的俄羅斯來說，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正是有了這樣
一筆投資，整個城市煥然一新。

此外，蘇聯解體之後，傳說中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
設就一直難以付諸實行。因此，俄羅斯在本次會議議程上
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把海參崴打造成一個連接亞洲和
歐洲的航運鐵路交通樞紐。

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說： 「我們將用兩條腿走
路，一條在歐洲一條在亞洲。」

民眾抱怨搞 「面子工程」
對於當局大撒金錢的改建計劃，當地居民意見不一。

一部分人對於自己居住的城市終於得到重視而大為感動，
而另一派則認為勞民傷財，當地政府不得不花巨資來保養
新大樓。

海參崴居民伊琳娜說： 「這些宏偉的計劃什麼也帶來
不了。峰會一結束他們就會忘了我們。這些只是為你們外
國人準備的。」

莫斯科社會政策獨立研究中心專家祖巴瑞維奇，就認
為改造後的海參崴只是用來充門面的，並不能反映當地居
民真實的生活標準。她說： 「需要越來越多的錢才能維持
下去，但我們並沒有這麼多的錢。」

新近任職遠東發展部長的伊沙耶夫對此不同意。他說
，俄羅斯投下如此鉅資， 「因此，遠道而來的人們、各國
首腦將會在這裡看到商機」。

不過，那些仍舊坑窪的道路、滿是灰塵的人行道以及
廢棄的大樓無一不在傳達這樣一個信息：要達到政府的發
展目標，成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的遠東投資中心城市，
海參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6日消息
：曾是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訓練所在的遠東港口
城市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以黑手黨犯
罪多發地而著稱。由於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峰會在此處召開，俄羅斯政府投資
207億美元（約1606億港元）進行改造，希
望該市日後能變成令人目眩神迷的亞洲投資中
心。

2012 年亞太經合
組織（APEC）系列會
議，在全球經濟復蘇
乏力、歐債危機曲折

反覆、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的大背
景下，8 日、9 日在俄羅斯遠東海
濱城市海參崴舉行。作為今年
APEC會議的主席國，俄羅斯提出
了四大議題，即貿易投資自由化和
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糧食安全、
建立可靠供應鏈、推動創新增長合
作。這些議題也是所有成員共同關
心和着力推進的目標。

在全球經濟復蘇疲軟、歐債危
機久拖未決的影響下，亞洲無法獨
善其身，依靠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模
式日益難以為繼，眾多新興經濟體
增速明顯放緩，如何保持長期穩定
發展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本次APEC會議上，各成員
將要為實現世界經濟的穩定復蘇謀
劃方略，制定政策，指明路徑。各
經濟體領導人和工商界人士將探討
擴大地區合作，實現地區可持續發
展的有效途徑，並在行業合作方面
作出謀劃。儘管會後將發表的宣言
並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它無疑將
凝聚共識，提振信心，指引未來亞
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方向，並將對世
界經濟復蘇和長期發展產生深遠影
響。 新華社

APEC峰會
力促復蘇

APEC

【本報訊】據中新網 6 日消息：在釣魚島
問題持續之際，中日兩國領導人能否在 APEC
峰會期間實現會晤亦成為焦點。有報道指，日
方正在努力推進中日兩國首腦舉行會談，日首
相野田佳彥還有可能在首腦會談中將 「國有化
」方針正式通報中方。

據日本媒體此前報道，日本外務副大臣山
口壯8月31日在訪華期間就表示，正在就中日

兩國領導人在 APEC 峰會期間舉行會談而展開
協調。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日前也透露，
野田佳彥將參加在海參崴舉行的 APEC 峰會，
屆時將與胡錦濤主席會晤。

「對於在會議期間實現與中國領導人的會
晤，日本有這個需求，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
中國真正要反制起來他們也受不了。」中國人
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分析，如果領
導人間能實現會見，對於問題和事態的控制當
然有好處。但是金燦榮同時表示： 「從可能性
上來看，在本次會議上這種會見的可能性是有
的，但是能不能實現，現在看來還是有障礙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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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融入亞太是俄未來保證

▲5日，參加APEC的各國外長或商務部長拍攝大合照 法新社

◀中日兩國領導人能否在
APEC峰會期間實現會晤
成為焦點。圖為日本首相
野田佳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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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崴為APEC新建設施示意圖 rian.ru網站

▲俄羅斯保安人員5日在海參崴一個檢查站檢查參加
APEC會議的車輛 法新社

▲俄羅斯總統普京6日巡視新建成的海參崴機場 法新社

亞太經合會─海參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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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是
作
出

﹁重
返
亞
洲
﹂
戰
略
調
整
的
情
況
下
持
續
升
級
的
。
美

國
政
策
調
整
確
實
為
自
己
帶
來
了
好
處
：
日
本
被
牢
牢

地
綁
在
美
國
戰
車
上
，
即
便
社
會
上
偶
爾
出
現

對
美
軍
基
地
的
質
疑
聲
，
但
再
也
不
會
出
現
諸

如
﹁脫
美
入
亞
﹂
等
大
的
政
策
宣
示
，
也
不
再

奢
望
能
圓
﹁世
界
大
國
﹂
之
夢
。
中
日
對
峙
越

烈
，
日
本
對
美
的
依
賴
越
強
。
中
國
也
不
得
不

時
常
求
美
國
別
在
亞
洲
煽
風
點
火
，
特
別
是
在

涉
及
領
土
爭
端
中
秉
持
﹁不
持
立
場
﹂
的
立
場
。
無
形

中
，
美
國
儼
然
成
了
亞
太
爭
端
的
﹁仲
裁
者
﹂
和
﹁領

導
者
﹂
，
這
正
是
美
國
希
望
看
到
的
結
果
。

但
美
國
的
獲
利
只
是
暫
時
的
，
阻
力
越
來
越
大
，

遲
早
難
逃
慘
敗
的
厄
運
。
世
界
在
經
歷
一
番
對
抗
、
動

盪
之
後
，
終
歸
要
回
到
和
平
、
合
作
的
正
軌
，
這
是
歷

史
的
必
然
。
無
論
是
美
國
，
還
是

日
本
，
只
有
認
識
並
順
應
這
一
潮

流
，
才
能
作
出
正
確
的
決
策
。

鷸
蚌
相
爭
漁
翁
得
利

■天氣「變臉」讓人憂
■體育主題隨處見

■媒體中心最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