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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仁国:亚洲需要发出自己声音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 

http://sh.eastday.com/m/20120526/u1a6582277.html 

 

朴仁国代表上海论坛主办方向媒体介绍本届论坛的主题和意义 

    东方网记者黄骏 5 月 25 日报道：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前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朴仁国 25 日建议亚洲各国未来十年加强战略

合作，同时呼吁中韩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加强交流，共同寻求未来发

展。 

第 7 届上海论坛于 5 月 26 日在复旦大学开幕，该论坛由韩国高

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于 2005年共同发起，已连续举办 6 年，是亚

洲地区内影响力较大的国际经济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战略”，朴仁国认为，中国和亚洲

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对全球的发展趋势有重要的

影响，亚洲各经济体有必要充分认识肩负的使命，探索趋势、寻求共

识、思考亚洲与世界的战略方向。这一课题值得学界、政界、商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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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个领域人士共同探讨，上海论坛作为经济类的顶尖学术论坛，

通过各位专家学者们百家争鸣，相信能为这一课题提供一些思路。 

朴仁国同时提到，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他认为世界应该客观看待中国的成长，

亚洲各国应注重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协调，加强各方面的合作，才能取

得有效而长远的发展，应对各种危机和变化。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欧债危机的影响也还在持续，

这都给我们提供了警示，让我们慎重思考未来的战略方向。”他说。 

朴仁国曾担任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又担任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筹备委员会联合主席，对世界格局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对

中韩两国文化教育事业也有独到的观点。 

朴仁国说：“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都秉承了包容与和

谐的文化价值理念，两国共同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有助于亚洲地区

的发展。” 

“一直以来在很多国际问题的探讨中，西方观点都占据主流地

位，我们希望能够搭建学界、政界、商界的交流平台，在世界上发出

亚洲的声音。”他补充道，“这也是发起上海论坛的原因之一。”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上海论坛 2012 在沪举行 

http://sh.eastday.com/m/20120526/u1a6582385.html 

东方网实习记者程琦 5 月 26 日报道：今天上午，由复旦大学主办、

以“未来十年的战略”为主题的“上海论坛 2012”拉开序幕。上海市委副

书记、市长韩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上海论坛”始终坚持立足亚洲，关注世界，探讨亚洲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议题。当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一

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正在孕育，本次论坛以“未来十年的战略”为主

题，研讨亚洲的应对之策与发展道路很有意义。按照国家对上海的战

略定位，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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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韩国 SK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主持开幕式。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雪城大学、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

等嘉宾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据悉，本次论坛于 5 月 26 日至 28 日为期三天，来自全球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代表将展开广泛、多维和深入的研讨。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战略”。论坛下设“经济危机深化

中的贸易、投资与治理模式”，“国际货币治理的新使命：合作与共赢”，

“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东亚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未来

发展道路”等十个分论坛，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自由贸易区”，

“可再生资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和“全球金融治理与国际政策

协调”三场高端圆桌会议。论坛闭幕式时将发表“上海论坛共识”。 

与往年相比，此次论坛更加突出学界、政界、业界互动的特色。

论坛特设的高端圆桌会议，还邀请了新能源汽车、金融等行业的业界

领袖一同探讨未来发展之路。本次论坛将就上海社会发展形成政策建

议书，体现论坛“扎根上海、服务上海”的理念。 

据了解，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

国际经济论坛。今年是论坛的第七届年会，前六届年会共有国内外各

界人士约 1800 人次出席。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

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邀请各界精英领袖展开对

话与合作，力求就当今全球经济与国际局势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展开研

讨，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