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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底線 構建政商新生態
博鰲分論壇 聚焦反腐高壓常態下政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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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和土耳其昨日先後宣布申請
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
綜合新華社報道，韓國政府昨日晚上宣布，韓國

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已向中方提
交書面確認函。
韓國企劃財政部昨天在聲明中說，亞投行將會在

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在基
建、通信、交通等方面有豐富經驗的韓國企業將通
過加入亞投行受益。
韓國企劃財政部還表示，亞投行是韓國以意向創

始成員國身份加入的首個國際性金融機構。今後，
韓國將與其他國家緊密合作，共同致力於創造一個
在責任性、透明性、治理結構、負債可持續性等領
域遵守高標準、模範性的機構，為地區和世界經濟
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此外，土耳其昨日正式宣布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

員國加入亞投行。中國財政部當天確認，土耳其已
向中方提交了書面確認函。
中國財政部表示，中方歡迎土耳其的決定。作為

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首席談判代表會議的主席，
中方正根據多邊程序徵求現有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意
見。如順利通過，土耳其將於4月10日正式成為亞
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亞投行是由中國倡導、專為亞洲量身打造的基礎

設施開發性機構，總部將設在北京。2014年10月，
中國、印度等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簽署
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不久前，英國宣佈申請
加入亞投行，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中第一個
西方大國。隨後，德國、法國、意大利、盧森堡、
瑞士等國也陸續提出申請，相關程序正在履行。

專家：互聯網金融風險不容低估

媒體領袖共簽《絲路倡議》

鄭永年談亞投行：
別對錢生氣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何
玫、安莉 博鰲
報道）新加坡國
立大學東亞研究
所所長鄭永年昨
日在博鰲表示：
英國、德國、意
大利、法國、瑞
士等西方發達國
家不顧美國反
對，仍然堅持申
請加入亞投行，是出於經濟因素的考慮。鄭永年
稱，「中國有句老話，對什麼生氣都不要對錢生
氣。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本。」
鄭永年表示，從政治上來說，歐洲國家跟中國

沒有地緣政治糾紛，因此，如果加入亞投行，能
給這些國家帶來經濟效益，比如分享亞洲地區基
礎設施的建設成果，何樂而不為？
鄭永年認為美國誤解了中國主導建立亞投行的

意圖，美國以為亞投行是要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
發銀行競爭，從而影響自己的地位。
鄭永年進一步分析，首先中國主導亞投行不是

為了競爭，而是為了區域內共同發展。其次，全
球早已形成多極競爭局面，美國無法阻擋這股潮
流。他強調，經濟競爭和軍事競爭不同，經濟競
爭是互惠的，可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沒有一個國
家會排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博鰲報道）以「凝聚思路共識，共繪
媒體合作新未來」為主題的博鰲論壇媒體領袖圓桌會議昨日舉行，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台長、總編輯王庚年，韓國朝鮮日報產業部長曹
中植、騰訊公司副總裁陳菊紅、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吳新迪等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多名媒體領袖出席會議，共商拓展和深化絲綢
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及媒體合作大計，推動
媒體間合作共榮。參會媒體負責人並簽署了《絲路倡議》。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蔣建國在致辭中對媒體提出三條建議：第

一，希望廣大媒體做好「一帶一路」建設的介紹者，加強對「一帶
一路」建設的報道力度，客觀地介紹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第
二，希望廣大媒體做好「一帶一路」的闡釋者，希望媒體多報道對
方國家真實情況，多提供準確的信息，努力為「一帶一路」的建設
建言獻策，凝聚共識，讓更多人了解一帶一路的願景和共同建設、
共同發展的願望。第三，希望廣大媒體做好「一帶一路」的參與
者，共同開發更多針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新聞信息產品和服務，
打造更多的對話交流平台，讓越來越多的人們分享「一帶一路」建
設成果和實惠。

■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與媒體負責人代表
與《絲路倡議》合影。 中新社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
長鄭永年。 新華社

國務院參事室特邀研究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保育鈞在會上表示，市場出現改革之後就會

構建新型的政商關係，政府應該為企業服務，依法
管住權力。

當務之急須解決透明度問題
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認為，中國的政商

關係必然是有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當務之急是解
決透明度的問題，只要公平透明，就不怕政商關係
走向負面。他表示，要真正解決好政府和企業的關
係，需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係的基本框
架。在中國的政商關係中，由於政府官員擁有大量
權利，不僅掌握資源分配的權利，也掌握了審批
權。所以企業和政府如果不能從法制層面去建立聯
繫，則肯定是一個不平等的關係。
龍永圖指出，在未來一個時期內，特別要警惕土

地腐敗，因為農村土地流轉將有新的政策，新的改
革無可避免會成為新的腐敗尋租空間。

台商：反腐令企業發展更順暢
台灣冠捷科技集團董事長宣建生表示，1990年

冠捷科技曾投資近8,000萬美元在福建省設立工
廠，當時習近平任職福州市委書記。宣建生稱，習
近平作為政府官員想方設法給企業解決困難，每次
到企業考察都問有沒有什麼困難。宣建生回憶，那
時候的習近平很年輕，在考察企業時還和大家一起
打網球、吃炸醬麵。

宣建生認為，政商關係必須要好，沒有企業的發
展，一個地方怎麼能繁榮？而企業的發展則要靠自
主創新來實現，提供更加高性價比的產品給客戶。
他認為，在當前政府反腐的狀態下，企業發展道路
可以更順暢，不需要去擔心來自政府的障礙，企業
憑自己的實力就可以達到共榮的。

星學者：高薪養廉屬較好模式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政

商關係還是從人本性出發，要解決的是政府官員群
體和企業家群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新加坡的高薪養
廉是一個比較好的模式。他認為，李光耀先生是現
實主義者，他設計的制度是從人性的弱點出發，這
樣的制度才有效。如果設計制度時對人性的光輝無
限放大，實際上根本做不到的；制度設計一定要講
人性弱點，這才是最重要的。
印度工商聯合會秘書長A. Didar Singh表示，政

商關係應如水，不應太鹹、也不應太淡。任何公共
和私營方面的合作都必須在一個公平基礎上進行，
如果沒有公平、開放，就無法獲得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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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安莉 博鰲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告誡各級官員，

政商之間淡如水，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中共十八大

後，新一屆政府反腐高壓已成常態，對政商關係有什麼影響？政商關係將呈現怎樣的新

生態？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昨日舉行的「政商關係新生態：君子之交 相忘於江

湖」分論壇會場座無虛席，吸引了各界關注。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會上表

示，要真正解決好政府和企業的關係，需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係的基本框

架；企業和政府如果不能從法制層面去建立聯繫，則肯定是一個不平等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本屆博
鰲論壇新設「政商關係新生態」分論壇，探討
「新常態」下政商關係產生諸多微妙的變化。專
家認為，新一屆中央政府將高壓反腐推向常態
化，在強力反腐同時又推進簡政放權等政府改
革，着力規範權力運行，這將使健康的政商關係
逐漸取代以往畸形的政商關係。
北京大學中國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副教
授陳辛對本報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

「官商之間淡如水，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
背」。一系列腐敗案件表明，官員瀆職、貪腐的
背後，都有不法商人的影子，可見畸形的「勾肩
搭背」的政商關係是腐蝕幹部、破壞官場生態、
擾亂市場秩序的「毒瘤」。十八大以後，新一屆
中央領導層掀起肅貪風暴，反腐肅貪工作不斷推
向深入，使得官商「勾肩搭背」政治風險加大，
因此一定程度上能減少這種不正當、不健康的官
商勾結現象。

他還認為，政商關係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權力監
督不充分，部分官員利用手中權力或者自身影響
力為一些不法商人「站台」，充當保護傘，謀求
不正當利益。可見，對官員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
監督是產生腐敗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在保
持高壓反腐同時，中央大力推進簡政放權等政
府改革舉措，並劃定政府權力清單，釐清政府
職能邊界，如果這些工作得到切
實推行，將有利於規範政府權力
運行，管住政府亂作為，從而營
造良好的政商關係，根治「官商
勾結」這一頑疾。

規範權力運行 重塑政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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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執「神器」快捷「參會」

一款名為「博鰲亞洲論壇參會神器」的新
媒體產品，讓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有了掌上
參與的方便快捷，「實用、超酷」的畫面，
除了在參會代表和媒體人士的朋友圈瘋傳

外，許多不能親臨現場的網友也能用手機玩，感歎參會神
器「真神」。

此款「參會神器」可通過指紋點擊進入，按天查看本屆
年會所有活動的時間、地點、嘉賓與內容；亦可直接在手
機屏幕上輸入關鍵字，查找感興趣的議題或者嘉賓；還可
一鍵收藏、隨時查看。

每年論壇年會均有幾十場主題各異的活動，時間短、內
容多，常常同一時間舉行幾場平行會議，大部分參會者想
要充分享受年會，既面臨選擇，亦需要「趕場」，「神
器」正好戳中這一「痛點」。 ■記者 何玫 博鰲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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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倒眾人的
「博鰲神器」。

本報博鰲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安莉 博鰲報
道）近年來，互聯網金融在繁榮壯大的同
時，也暴露出個人徵信、監管不嚴等問題，
由於監管缺位、准入門檻低，導致 P2P（ 互
聯網金融點對點借貸平台）網貸發展不規
範，P2P 網貸平台跑路、倒閉的情況時有發
生，社會上質疑之聲四起。今年博鰲論壇年
會以「互聯網金融：自律與監管」為題舉行
分論壇。金融業界人士在分論壇上表示，互
聯網有着天生的優勢，但金融畢竟還是金
融，不能低估這其中存在的風險。

計葵生：欺詐是最大風險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
行動計劃，這讓「互聯網+金融」迅速擴散
和傳播，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中國科學技
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朱雲來在分論
壇上表示，互聯網金融核心管理是如何控制
風險。互聯網有着天生的優勢，但金融畢竟
還是金融，P2P行業雖然單筆借貸較小，正
因為規模小所以很難判斷，不能低估這其中
存在的風險。而P2P貸款利率普遍都在10%
以上，風險很高。
對於朱雲來提出的疑問，上海陸家嘴國際

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CEO計葵生並不認
同，他表示，P2P的
核心是大數法則，數
據積累下的風險控
制，可以有效地保護
投資者。計葵生認
為，在中國最大的風
險並不是信用風險，
而是欺詐風險，可能
所有申請資料是假
的，所以需要建立個人的信用狀況報告。

報告倡借鑒外國監控模式
博鰲論壇與陸金所昨日發布的《互聯網金

融報告2015》稱，全球第一家P2P網絡借貸
平台Zopa於2005年在英國成立，相對於英
美等發達國家，中國P2P的發展尚未成熟，
有許多經驗還需借鑒，特別是在風控模式和
監管模式方面。《報告》指出，英國和美國
的P2P網絡借貸，較之於我國之所以發展得
有條不紊、風險可控，主要得益於國外高度
發達的徵信體系和成熟的客戶金融行為帶來
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大幅度降低。在監管模式
方面，國外的P2P平台的監管主體主要是政
府，國家有一套成熟的法律制度對P2P平台的
運營進行約束和引導，不存在法律真空。

■陸金所董事長兼
CEO計葵生。

記者何玫攝

■龍永圖在分論壇上發言。 新華社

■■博鰲亞洲論壇昨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昨日舉行「「政商關係新生態政商關係新生態：：君君
子之交子之交相忘於江湖相忘於江湖」」分論壇分論壇。。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