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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8日，北京）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哈米德、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朱马里、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缅甸联邦总统吴登盛、巴基斯坦伊斯

兰共和国总理谢里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于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加强互联互通

伙伴关系对话会。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主持。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参加会议。

　　我们认为，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是亚洲各国的优先任务，深化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与和平发展、

推进区域一体化是亚洲人民的共同意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外部需求不足，对资本、

市场和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亚洲国家面临不进则退的压力。在此形势下，互联互通有利于寻找新

增长点和培育新竞争优势，是亚洲合作与持续繁荣的新动力。

　　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

在北京举行，并将讨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问题。我们期待会议制订亚太经合组织互联

互通蓝图，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继续致力于本地区互联互通并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认为，互联互通是时代潮流，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需要，应覆盖亚洲所有国家，使本地区

所有国家和人民公平受益。只有各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私营部门和广大民众共同参与，亚洲

才能实现全方位、高水平的互联互通。

　　我们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在互联互通方面面临运输和贸易成本高以及资金、技

术、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制约，国际社会包括过境国应充分考虑上述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加大支

持力度。

　　我们认为，21世纪亚洲互联互通是“三位一体”的联通，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规章

制度、标准、政策的软件联通，以及增进民间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的人文联通，涵盖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优先。

　　我们认为，互联互通是亚洲各国的共同事业，当前既面临难得历史机遇，也存在不少挑战。我

们决心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现亚洲国家的联动发展。我们认为，亚洲各国发展战略

和基建规划对接，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

置，提高综合竞争力，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物流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合作，促进地区货物和商品过境运输，扩大地区生产网络，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塑造开放的亚洲经济格局。我们鼓励域内外国家加强合作，各尽其

能，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不搞封闭性集团，不针对第三国。当务之急是协商解决影响互联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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