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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最大股東 總部設北京 澳洲印尼韓國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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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前日（23日）閉幕的黨的十
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據官方昨日
發佈消息稱，中共中央8月19日在中南海召開黨
外人士座談會，就決定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
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介紹了中共十八屆四
中全會決定起草過程。

介紹四中全會決定起草過程
據中新社報道，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
湘、民盟中央主席張寶文、民建中央主席陳昌
智、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農工黨中央主席陳
竺、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
啟德、台盟中央副主席黃志賢、全國工商聯主席
王欽敏、無黨派人士郭雷先後發言。他們贊同中
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並提出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表示，大家提出的好意見、好建議，對

起草好文件很有幫助，將認真研究吸收。
習近平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中國發

展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
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
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習近平說，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起草把握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繫；體現推進
各領域改革發展對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反映
中國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從立法、執法、司法、守
法四大方面作出工作部署；直面法治領域突出問
題，回應人民群眾的迫切期待，提出對全面推進依
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總理、黨組書記李克強昨日（24日）主持召開國

務院黨組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
神，研究部署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工作。

李克強主持會議部署法治政府
會議指出，各級政府要按照全會關於依法治國

的總體部署，落實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
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的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
府職能，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職能科
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
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會議強調，要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策部署

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重點抓好以下工
作。一是依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讓政府法無授
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二是加強和改進政
府立法，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決策和立法緊
密銜接。三是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着力解決
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

四中決定起草過程回放：習近平徵詢黨外人士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23日在京閉幕。國際媒體

普遍關注公報中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以及巡迴法庭等內
容，有外國學者力讚中共領導層的魄力，指是史無前例升級現代
法治。
據《環球時報》報道，波士頓大學教授菲尤．史密斯22日對

《華爾街日報》說，習近平的聲望迅速上升以及他採取的大刀闊
斧的行動得到了中共黨內精英的支持，「許多做法都史無前例，
他的確打破了窠臼」。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格維爾茨22日在《紐約
時報》撰寫文章稱，邁向現代法治系統的積極步驟表明中國領導
層甚至在調整思想體系，「這些改變不是粉飾門面，它們反映出
中國領導層承認中國需要改善治理、解決普遍的公眾不滿和回應
民意。」
新加坡《聯合早報》23日發表題為「習近平的工具箱」的文章
稱，習近平「說服」了中國和國際社會，他將是繼中共開國領袖
毛澤東、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之後，另一個會在中國發
展過程中留下重要足跡的政治強人。他執政後致力於為國家治理
能力升級掃除路障，而推進「依法治國」更是關鍵的下一步。

當天，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的國家包
括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哈

薩克斯坦、科威特、老撾、馬來西亞、蒙古國、緬
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塔爾、
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斯坦和越南。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簽約後會見了出席簽署儀式
的各國代表。

GDP決定佔股 中國最多佔50%
而區域內重要國家如澳洲、印尼和韓國，缺席首
批意向創始成員國。之前美國曾對這家新成立的多
邊開發機構與現有西方主導的多邊銀行同台競爭提
出疑慮。
根據《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
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
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中國將是最大的股東，
持股比例至多50%。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目前各意向創始成員
國同意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經濟權重作
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因此中國將持有最大股份，
但中國並不刻意尋求「一股獨大」，也不一定非要佔
到50%，隨着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佔股比例會
相應下降。

明年底前投運 或設基金融資
亞投行歡迎其他感興趣的國家和經濟體加入籌建進
程，按照目前工作計劃，預計在2015年底前投入運
作，總部將設在北京。外界預期，近期從中國國際金
融公司董事長離職的金立群，作為亞投行中方籌建工
作組組長，未來可能出任亞投行高管。
前商務部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魏建國向媒體表示，亞投行可能採取「銀行+基金」
的模式，各成員國共同出錢組建亞投行，同時在銀行
下面成立一些基金進行融資。

支持亞洲基建 助力互聯互通
目前國際上主要的多邊開發機構包括世界銀行
（WB）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等，有聲音認為，亞
投行可能會降低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對此，樓繼偉表
示，亞投行與亞開行、世銀是互為補充的，「（亞投
行）不是以減貧為主要目標，他是投資那些準商業性
的基礎設施，特別要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第二
點，（亞投行）是區域開放的，首先是區域內的國
家，然後對區域外的國家開放」。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先後出訪東南亞時倡議籌建亞投行。亞投行將是
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
基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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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多名日中關
係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將於下周三
（29日）訪京，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
談，或將加快為中日首腦會談鋪路。
報道指，福田計劃28日抵達北京，將以「博鰲亞
洲論壇」理事長的身份與習近平會談，論壇其他理
事也將出席，預計會談主要議題是論壇今後的活
動，但考慮到希望借11月中上旬亞太經合組織
（APEC）北京峰會之機實現首腦會談，預計雙方
也將圍繞如何打破因釣魚島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導
致的日中關係僵局交換意見。習近平是否會深入談
及未來的對日外交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今年7月下旬福田也曾訪華與習近平秘密會談，

而日前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中國副總理張高麗
與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站着交談5分鐘，被指為實
現中日首腦會談營造氣氛。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昨日宣佈，應越
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邀
請，國務委員楊潔篪將於下
周一（27日）訪問越南，並
同范平明共同主持中越雙邊
合作指導委員會第七次會
議。
據中新社報道，華春瑩
說，今年以來，中越關係曾
因海上問題遇到暫時困難，
雙方就妥善處理有關問題保
持密切溝通。經過雙方共同
努力，今年8月下旬，越共
中央總書記特使訪華，兩黨
舉行高層會晤，啟動雙邊關
係轉圜進程。中方願同越方
共同努力，落實好兩黨高層
會晤共識，推動中越關係不
斷改善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亞投行
籌建過程中，有關其可能會削弱世界銀行、亞洲開
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金融機構作用、挑戰現有國際金
融秩序的質疑，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副所長姚枝仲向媒體表示，現有國際金融秩序難以
滿足不少國家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中國
推動建立亞投行是對這一缺陷進行彌補，而非挑
戰；「是『打補丁』，不是『狼來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則向本報

指出，亞洲要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薄弱
是短板。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10
年-2020年間，亞洲至少需8萬億美元才能
支撐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亞開行、世行
雖然做出努力，但目標主要是減少貧困人
口，幫助這些國家進一步提升社會保障水
平，但對基礎設施這方面投入的比較少。

借鑒世行亞開行 優勢互補
魏建國說，中國政府提出設立亞投行的

大背景，正是亞洲國家相當可觀的基礎設
施投資需求。他指出，亞投行是持「開放
包容」的態度，「不僅希望日本參

加，也希望美國可以參加，更希望其他國際組織參
加，以及歐洲的一些銀行、金融機構和美國的一些
銀行金融機構參加」。此外，亞投行與亞開行、世
行之間也不是競爭的關係，而是優勢互補、共同努
力合作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亞投行既借鑒了亞開
行的模式，也借鑒了世行的經驗，三
者是合作夥伴，優勢互補、共同開
發，共同促進亞洲基礎設施的建設和
發展。

為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打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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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籌建亞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籌建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 法新社法新社

■簽署儀式結束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右一）與各國
代表舉杯祝賀。 美聯社

■去年4月，習近平在海南博鰲會見福田康夫。 資料圖片

■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簽署儀式。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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