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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 周年回顾

一、2021 年博鳌论坛

2021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世界大变局：共

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本届年会是疫情形势下一次特殊的年会，也是今年世界上

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线下与线上结合的形式）。

今年恰逢论坛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从博鳌亚洲论坛成立时只有 26 个国家 500 余人出席，到今年

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4000 人线下参会，论坛规模从小到大，声音由弱到强，已成为举世瞩目的

全球外交平台。

2001 年 2 月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宣布成立。彼时，亚洲经历金融危机重创不久，经济复苏乏

力，各国以论坛为平台凝聚共识：唯有加强对话、协调合作，才能突破困境、重塑未来。

从 2002 年年会聚焦“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的经济与合作”，到随后几届年会在“亚

洲寻求共赢”框架下探讨“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亚洲的新角色”等议题，再到近 10 年来放眼全

球性挑战，谋发展、促合作是贯穿论坛始终的主线。

从经济议题到政治议题，从应对危机到寻求合作，从亚洲一体化到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20 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内涵不断深化，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扬声器”；

立足于亚洲，但目光不限于亚洲，而是投向全世界，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发声，这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生

命力所在。

二、论坛简介

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BFA）是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

址国际组织，由 29 个成员国共同发起，2001 年 2 月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正式宣布成立。博鳌镇为论

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初衷，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论坛当今的使命，是为亚洲

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博鳌亚洲论坛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为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解决亚洲和全球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成为兼具亚洲特色和

全球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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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结构

（一）组织框架

论坛会员大会

会员大会为论坛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

理事会

理事会是论坛的最高执行机构，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论坛秘书

长和东道国首席代表为理事会当然理事，13 名理事从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中具有影响力的前政

要、高级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领袖等人士中选出，可连选连任，但任期不超过两届，不得有

四位以上理事来自统一国家或经济体。

咨询委员会

论坛设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 11 名，由理事会从曾经担任过理事并对论坛工作做出过积

极贡献的人士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中选举产生。咨询委员会从其成员选举产生一名主席并视情

况选举生若干副主席。咨询委员会成员任期 3 年，可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咨询委员会在论坛

年会期间举行会议，或不定期就与论坛事务相关的重大问题提出咨询和意见。

秘书处

秘书处是论坛的常设执行机构，负责具体开展论坛的各项活动。秘书长是论坛的首席执行官

和秘书处的负责人，现任秘书长：李保东。

研究培训院

研究培训院是论坛重要的智力支持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在对世界经济研究分析基础上，

提出年会主题和议题；组织起草并发表与论坛业务相关的经济预测；负责为论坛年会、研讨会及

其他专题会议提供智力资源；为会员和其他合作方提供人力资源培训；负责建立亚洲地区乃至全

球范围内工作网络及信息交流中心。

（二）成员国家

澳大利亚、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日本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联邦、尼泊尔王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菲律宾共和国、大韩民国、

新加坡共和国、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泰王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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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色列、新西兰和马尔代夫。

四、发展历史

2001 年 博鳌论坛正式宣告成立。

2002 年

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博鳌开幕。

云集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

企业界人士等共 2000 人。

主题：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的合作与发展

2003 年

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学界、商界人士等 1200 多人参加，围绕亚洲经

济的发展前景、区域经贸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主题：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

2004 年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政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正式将“亚

洲寻求共赢”作为永恒的主题，并将“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作为亚洲寻求共赢的

基本条件。

主题：亚洲寻求共赢：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亚洲

2005 年

重点讨论亚洲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舞台上将发挥的作用，中外国家领导人和来自

世界的最知名企业家以“亚洲的新角色”为题展开讨论。

主题：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角色

2006 年

来自约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0 多名代表参加，议题涵盖多哈回合谈判、中国银行

业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汽车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成长创新之路、国际

能源市场走势、创新与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

主题：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机会

2007 年

来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10 名代表展开讨论，议题涵盖亚洲经济一体化演进、

亚洲如何进行合作以确保能源安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银行业和电信业

的创新等领域。

主题：亚洲制胜全球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2008 年

回顾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就和经验，阐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政策、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加强亚洲区域合作，促进亚洲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提出倡议。

主题：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

2009 年

1600 余名各国政要、工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出席，总接待规模达到 2700

人。由海南省政府主办的“金融危机下的国际旅游业”分论坛，“海南元素”浓厚。

主题：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和展望

2010 年

全新推出跨国公司中国 CE0 圆桌会，数十家跨国公司 CEO 一起分享在中国投资经

营的经验教训。

主题：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2011 年

设置了 23 个议题，其中既有“政策解读：十二五规划”等关于中国的议题，又有

“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等热点问题，还有“移动互联网的未来”等行业性议题。

主题：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2012 年

围绕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重大和迫切问题进行研讨，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博

鳌观点”“博鳌方案”。年度报告发表：分别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2 年度报告》

《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2 年度报告》《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2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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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2013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

旨演讲。首次举办习近平与 30 位中外企业家代表的一小时互动对话，充分体现了博鳌

亚洲论坛作为政商领袖对话平台的特色。

主题：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

2014 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主旨演

讲。首次设置海南形象展示，诸多的海南元素成为一大新的亮点，集中展示了海南省

25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南省还首次选拔 4位百姓代表全程参与。

主题：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2015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

旨演讲。设置了 77 场正式讨论，通过 2000 位政治、商业、学界、媒体领袖的脑力激

荡，在亚洲各国间树立起“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主题：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

2016 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题为《共绘充满活力的亚洲新愿景》的主旨演讲。

嘉宾的发言与对话共同展望了亚洲的未来，也一起描绘了亚洲的新愿景。

主题：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2017 年

召开了 65 场正式交流，代表普遍认为，-方面，全球化要照顾到被边缘化的利益

受损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积极面应该予以充分

的肯定和坚持，不能开倒车。

主题：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2018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

的主旨演讲。回应了国际社会诉求，凝聚和扩大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

护和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识，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了“博鳌智慧”，对亚洲和世

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题：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

2019 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主旨

演讲。举办了近 60 场分论坛和相关活动，深入解读宣介中国内外重大方针政策，进一

步展示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行动，提振了世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主题：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

2020 年
为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防疫措施，保障参会代表健康和安全，博鳌亚洲论坛理

事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 2020 年不举办年会。

五、专题练习

1.（判断）2020 年 6 月 2 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疫情与变化的世界》专题研究报告认为，新冠肺

炎疫情是首个真正的“全球化疫情”，人类历史上首次主动为传染病防控按下全球经济的“暂停键”。

2.（单选）2019 年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 ）开幕。大会以（ ）

为口号，讨论大健康相关领域热点，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他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

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5 页 共 6 页

A.青岛 “人人享有健康” B.北京 “人人享有健康”

C.青岛 “健康无处不在” D.北京 “健康无处不在”

3.（单选）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提到，（ ）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A.内需 B.投资 C.出口 D.消费

4.（单选）下列关于国际组织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曼谷宣言》正式确定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和目标

B.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

C.欧盟成立的标志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

D.博鳌亚洲论坛是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

5.（单选）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引经据典，展现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

他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中讲到“幸福和美好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时，引

用的经典名句是（ ）。

A.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B.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C.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D.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6.（单选）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蒙古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一

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C.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

D.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实行石油生产配额制维护石油生产国利益

【参考答案及解析】

1.【答案】正确。解析：2020 年 6 月 2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疫情与变化的世界》专题研究报告

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首个真正的“全球化疫情”，人类历史上首次主动为传染病防控按下全球经济的

“暂停键”。故本题说法正确。

2.【答案】A。解析：2019 年 6 月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在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以汇聚全球健康领域共识、整合医药卫生和大健康产业智慧

与资源、聚焦卫生健康问题和提升影响力为目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围绕“健康无处不在

——可持续发展的 2030 时代”的主题和“人人得享健康”的口号，讨论大健康相关领域热点，促进全

球合作，汇聚良好意愿与智慧，共图人类健康的未来。故本题选 A。

3.【答案】A。解析：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提到，内需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故本题选 A。

4.【答案】C。解析：A 项错误，1991 年《汉城宣言》正式确定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

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堡垒，并非《曼谷宣言》。B 项错误，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

组织。C 项正确，1991 年 12 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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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是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故本

题选 C。

5.【答案】C。解析：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主旨讲话，讲到：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让我们坚持

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故本题选 C。

6.【答案】A。解析：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

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A项说法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由联合

国设立的专门金融机构，B 项说法正确。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C 项

说法正确。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实行石油生产配额制维护石油生产国利益，D 项说法正确。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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