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開放包容促發展」，差異不大。

本次論壇共分為「世界經濟」、「科技

創新」、「社會發展」、「國際合作」等四

大板塊，舉行 40多場分論壇，議題涵蓋「減

少貿易碎片化」、「加速邁向零碳電力」、

「新能源汽車賽道的未來」等，並有 110多

場媒體採訪及發布會，與會人數約 5,000人左

右，媒體記者近 1,200人。論壇理事會秘書長

李保東總結，今年亞洲會貢獻全球 GDP成長

的 60%以上，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

最值得投資的地區；但全球經貿碎片化日益

嚴重，要團結合作才能有效應對挑戰。

本次論壇兩大報告與七大共識

2024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
重點觀察

2024年博鰲亞洲論壇於3月下旬召開，此論壇是中國大陸主導，歷經20多年，幾乎不

間斷（只在2020年中斷一次），定位為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版。過去一直是中國大陸對

外經貿開放表現的重要場合，但本次論壇之規模與層級均有所降低，我國參與人數亦大

幅減少，其在世界經貿的重要性似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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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博鰲亞洲論壇（以下簡稱

「論壇」）於 3 月 26 日至

29日在中國大陸海南博鰲舉行。「論壇」是

澳洲前總理霍克、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細川

護熙及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共同提議，成立

一個類似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

論壇」，而 1999年拉莫斯、霍克與任中國副

主席的胡錦濤在北京議定籌設，並於 2001年

於海南博鰲舉行成立大會，自 2022年舉行第

一次年會以來，僅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停辦，2021年及 2022年為線上舉行，2023

年恢復實體舉辦，今年是第 23次年會。「論

壇」每年均會設定一項主題，今年主題為「亞

洲與世界：共同的挑戰，共同的責任」，和

去年主題「不確定的世界：團結合作迎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