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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与创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缓慢复苏，

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动力不足，对各

国的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同时，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青

年一代创新创业的蓬勃热情，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样的

背景下，亚洲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21 世纪的前十五年见证了亚洲的崛起，通过这段时间的飞速发展，亚洲已

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增长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也正在世界政治舞

台上发挥越来越活跃的作用，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显著增长。可以说，亚洲的走

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 

在新的形势下，构建亚洲共同体正在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对绝大多数亚洲

成员来说，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借助更大的平台，有效应对复杂的传统和非传

统挑战需要开展跨国合作，人民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往需要建立更加便利的制度

安排。在此情况下，通过构建地区共同体来深化经济合作，增强安全互助，提升

人文交流，乃是实现双赢、多赢的不二选择。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亚洲

的自信和自觉，实现这个目标将为亚洲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亚洲共同体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东盟共同体宣告建成，

一带一路的宏图正在展开，上海合作组织阵容壮大，亚洲国家间各种双边、诸边、

多边和次地区的合作蓬勃开展，包括亚投行等创新合作机制正为亚洲共同体提供

多种可能，这些可贵的努力都在为建设地区共同体的大厦添砖加瓦。 

互联互通将是构建亚洲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亚洲地域广阔，文化多元，各国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要使他们成为共同通体的一份子，

唯有加强联通。推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

为共同体大厦奠定扎实的基础，搭建牢固的框架，使广袤而多元的亚洲真正实现

血脉相连。 

创新是构建亚洲共同体的关键。在 21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推动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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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合作方式、创新合作理念。新的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快更

好的增长；新的合作方式将拓展合作领域，释放更强劲的合作动力；新的合作理

念将有助于克服种种合作的障碍，使合作的快车无远弗届。 

迈向地区共同体，这是 21 世纪亚洲国家的决心与选择，更是亚洲人民的光

荣与梦想。在上海论坛步入第二个十年之际，我们聚焦亚洲共同体建设，探讨其

理念与构想、方式与路径、机遇与挑战，既体现了论坛对亚洲发展的持久关注，

又显示了论坛对未来趋势的敏锐把握。我们相信，对这个重大主题的多角度探讨，

将对亚洲的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上海

论坛 2016 设置了“开放创新、协调治理、绿色发展、合作共享”四个板块，

各板块的范畴和方向表述如下： 

◆开放创新：如何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内外联动拓展创新机制以驱动跨区域合作，

如何创新机制以驱动转型升级，如何创新科技以驱动生产力。 

◆协调治理：如何使得各方面、各环节、各因素协调联动应对区域治理难题，如

何通过有效途径和机制来面对、缓解以至解决亚洲现在所面临的网络安全、金融

监管、权益冲突、环境污染、人口危机等问题。 

◆绿色发展：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气候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如何把握

世界生态文明发展潮流，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 

◆合作共享：如何通过跨区域和跨国合作应对复杂挑战，构建区域共同体，拓展

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增加全体人民的福祉。 

 

时间：2016 年 5 月 28-30 日 

 

地点：上海 

 

 

 

 



 

高端圆桌（8 场） 

圆桌 1：东盟共同体：对亚洲的影响与启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圆桌 2：QE，你究竟做了什么？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纽约大学 

圆桌 3：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与治理：亚洲的视角、战略和途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 

圆桌 4：金融助力社会创新 

        韩国 SK 集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圆桌 5：多维角度：知识产权与创新 

复旦发展研究院 

圆桌 6：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向度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 

圆桌 7：面向小康社会的城乡规划 

        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圆桌 8：未来五年的中国与世界：智识共同体与世界新秩序 

        凤凰国际智库 

复旦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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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论坛（14 场） 

﹥﹥开放·创新 

子论坛 1：家庭金融与经济发展； 

以房养老能否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家庭资产配置难题？ 

CEPR 家庭金融研究中心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子论坛 2：全球价值链、创新转型与亚洲制造竞争力重塑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创新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 

 

﹥﹥绿色发展 

子论坛 3：城镇化的生态转型与管理创新：亚洲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子论坛 4：巴黎会议目标下的减排途径与未来展望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 

子论坛 5：亚洲老龄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子论坛 6：G20 中国（杭州）峰会与国际发展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 

 

﹥﹥合作·共享 

子论坛 7：亚欧携手，突破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阻碍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  

新华社上海分社 



子论坛 8：东北亚的自由市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 

东京大学 

子论坛 9：迈向可持续的区域共同体：亚欧能互相学习些什么？ 

波兰国际问题研究院（PISM）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子论坛 10：中国与拉美：跨越太平洋的发展伙伴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协调·治理 

子论坛 11：雾霾治理 vs 经济增长：新常态需要什么样的新政策？ 

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市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 

子论坛 12：亚洲通向繁荣的道路：改革还是结构调整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子论坛 13：全球公共政策：构建全球治理的行动框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子论坛 14：一带一路中的灾害防御与救灾合作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 

灾害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EMERALD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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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论坛 2016 主旨演讲嘉宾介绍 

 

德里克 • 阿伯利 (Derek Aberle)  

美国高通公司总裁 

 

德里克 • 阿伯利作为高通公司总裁，负责集团总体 业务

部门的监管和全球市场的开发。他同时是高通 集团执行委

员会成员，帮助推进高通全球战略。在 此之前，他是高通

公司的执行副主席和集团主席， 同时也是高通技术授权主

席。 

 

美国高通公司是一家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在 以技术

创新推动无线通讯向前发展领域扮演至关重 要的角色。高

通总部位于美国圣迭戈，在全球有 175 多家分公司。 

 

保罗 • 诺盖拉 • 巴蒂斯塔 

(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总裁 

 

保罗 • 诺盖拉 • 巴蒂斯塔是新开发银行副总裁兼首席风

险官。他是巴西著名经济学家， 2007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代表巴西及其他十多个

国家的执行董事。 

 

此前，他曾任巴西规划部经济事务部长、财政部外债事务

部长顾问以及里约热内卢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货币和

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 



 

 

佛朗斯•伯克豪特 (Frans Berkhout)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系执行主任 

 

佛朗斯•伯克豪特，伦敦国王学院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系执

行主任。2013 年至 2015 年，伯克豪特任巴黎国际科学理

事会“未来地球”项目主任。2007 年，他因对政府间气候

变化委员会报告所做的突出贡献获诺贝尔和平奖。 

 

 

 

 

达格芬 • 赫布劳腾 (Dagfinn Høybråten) 

北欧部长理事会秘书长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 

 

达格芬 • 赫布劳腾曾任挪威卫生部部长。他于 2011 年 

-2013 年任挪威国会副主席，2011 年出任全球疫 苗免疫

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2013 年 3 月，他 担任北欧

部长理事会秘书长一职。 

 

北欧部长理事会是由北欧国家政府所组成的合作论坛。该

理事会将责任下放给北欧合作理事会部长和 北欧合作委

员会，共同协调北欧官方政治合作的日常工作。



 

 

 

恩里科 • 莱塔 (Enrico Letta) 

意大利前总理 

 

恩里科 • 莱塔曾任意大利亚斯平研究所副主席，意大利欧

洲事务部部长，中左翼民主党副党首，意大利民主党副书

记，在 1998 年至 1999 年期间任意大利政府欧盟政策部

长，2000 年至 2001 年出任工业和外贸 部长。2013 年 

4 月 24 日至 2014 年 2 月 13 日任意大利总理。 

 

 

 

 

 

罗莎丽奥 • 马林 (Rosario Marin) 

美国第 41 任财长（2001-2003） 

 

罗莎丽奥 • 马林 1958 年出生于墨西哥，西班牙裔。 

2001-2003 年任美国财长，供职于布什总统的政府。 她

是唯一一个出生在美国国外的财长。 

 

 

 

 

 

 

 

 



 

苏西洛 • 班邦 • 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 

 

苏西洛于 2004 年当选印尼总统，2009 年连任。 

 

苏西洛曾任印尼矿业和能源部长和政治、社会和安全事务

统筹部长。2004 年 10 月，苏西洛当选印尼 自 1945 年

独立以来的第六任总统。2005 年 7 月， 苏西洛总统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8 年 10 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七

届亚欧首脑会议。2014 年 11 月， 正式当选全球绿色增

长研究所 (GGGI) 理事会会议主席。 

 

 

傅 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前

驻印尼大使、前驻菲律宾大使、前驻澳大使、前驻英大使 

原外交部副部长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傅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 全国

人大首位女新闻发言人。她于 1998 年出任驻菲 律宾大

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2003 － 2007 年 3 月任

驻澳大利亚大使。2007 年 4 月－ 2010 年 3 月任中国

驻英国大使。2009 年 12 月任外交部副部 长。2013 年 3 

月 4 日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 闻发言人。2015 年 

3 月 4 日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新闻发言人。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

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常

务理事，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

所所长，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

究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咨询专家委员

会委员。 

 

吴心伯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

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论  坛  组  织  委  员  会  

SHANGHAI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200433, P.R.China 

Tel: 86-21-65642354 55664665   Fax: 86-21-55670203 

Email: shanghaiforum@fudan.edu.cn 

Website: www.shanghai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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