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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日前亞洲開發銀行
（亞行）、世界銀行、IMF三大國際機構負責人均表態，現有
全球性和區域性國際機構與亞投行之間合作空間巨大。經濟學
家表示，亞投行與亞行等國際機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在資
金、業務、技術諮詢等領域進行互補合作，在基礎設施投資領
域亦可進行分工協調，以發揮各自專業優勢、有效避免競爭。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東
民向本報舉例稱，亞行和亞投行的合作需求很明顯。比如巴基
斯坦有個大的貸款項目，需要100多億美元，這麼大的單筆貸
款項目，任何單個的金融機構都難以獨自支撐，需要多個金融
機構的合作。亞投行剛剛成立，資金充足，但經驗不足。亞行
有好項目，亞投行有資金，合作將降低亞投行的管理成本，是
非常好的模式。

避免競爭 實現共贏
北京大學金融學副教授謝世清認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
巨大的投資缺口和眾多的投資項目，足以給亞投行與亞行各自
的業務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長期致力於社會領域、扶貧開發
的亞行，未來可以更多關注農業、教育、健康和社會治理等諸多亞投行完
全不會涉足的領域。亞投行則會專注基礎設施領域，與亞行相對專注的社
會發展領域並不衝突。因此，亞投行和亞行可以發揮各自的業務領域優
勢，有效避免業務領域上的競爭，實現業務領域的互補共贏。
在亞投行專注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未來多家機構可以通過分工協調來
避免競爭。謝世清舉例說，亞行和世界銀行在中國城市水業項目進行的分工協調
可供參考，亞行擅長於自來水供應項目，世界銀行則致力於污水處理項目，協調
分工使兩者有效避免了競爭。「假設未來在交通領域，亞投行可以更關注鐵路、
隧道建設，而亞行則可更關注橋樑、高速公路建設。」
此外，在融資和技術諮詢等方面，多家機構也有互助合作的空間。專家認為，

融資方面，亞投行和亞行可以聯合出面擔保融資，為債權增信，加大融資額並減
少資金成本。技術諮詢方面，亞行積累了豐富的項目開展經驗和技術經驗，亞投
行由於多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建設，擁有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經驗。亞投
行和亞行還可以通過人事合作、技術諮詢和經驗共享互幫互助，共同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作為位於亞
洲的多邊開發機

構，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不僅吸
引了眾多亞洲國家加入，對西方
發達國家也展現出巨大魅力。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
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指出，
西方發達國家投奔亞投行，將有
助於增強亞投行的運營能力和國
際化水平，同時也對中國在國際
規則制定和國際關係管理方面提
出更高的能力要求，還可能激勵
美國和日本加緊《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TPP）談判。
張明指出，此前美國一直宣

稱，如果主要西方國家都不加入
亞投行，那麼亞投行將難以達到
世界銀行等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
高標準，尤其是在與貸款掛鈎的
環境標準和清廉政府方面。現在
英法德意等發達國家的加入，極
大地提高了亞投行的代表性和多
元化程度。「這些西方發達國家
是現有主要多邊開發銀行的重要
股東，她們的加入將幫助亞投行
在治理結構、決策機制、融資籌
資、項目運作、風險管理、信息

披露及績效評估等方面借助其成熟的經驗、
機制和團隊。」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

向陽則指出，西方國家參與亞投行的組建，
並力圖成為其創始國，除了希望參與並分享
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的收益外，另一考慮就是
影響亞投行的治理結構、運行機制及未來的
發展方向。
「針對亞投行，歐洲國家與美國選擇了不

同的應對策略。歐洲人選擇了合作，而美國
人則選擇了對抗。」李向陽認為，歐洲人的
選擇更為明智，既能消除自身對亞投行的疑
慮，又能獲得亞投行所能帶來的收益，更符
合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潮流。
不過，張明亦指出，西方發達國家的加

入，給亞投行帶來機遇的同時，也需要注意
維持新興市場經濟體對亞投行的主導權，對
中國領導亞投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眾多西方發達國家投奔亞投行可能使
得美國與日本的失落感加劇，導致兩國很可
能將加緊TPP談判作為應對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對亞投行來說，「朋友圈」擴
容之後，後續運營和管理則成為擺在
面前的巨大考驗。中國社科院世界經
濟和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
劉東民認為，如何讓整個亞洲地區國
家在較大程度上認同亞投行的運營，
對亞投行產生持續的需求，可能是未
來最大的挑戰。

需降成本提效率
劉東民分析，作為一家開發性金融

機構，雖然不需要追求很高的收益
率，但其持續運營需要保持一個合理
的收益率，這就需要項目識別和風險
管理能力，降低運營成本，提升運營
效率的能力。
在劉東民看來，一個多邊金融機

構，往往由於跨文化的衝突，內部的
官僚主義，運營效率不會很高，所以
多邊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周期明顯長
於商業金融機構。世行、亞行發放一
個貸款，從開始申報到最後貸款落
地，短則一兩年，長則七八年。這一
過程中，運營效率大幅下降。如何能
降低成本，提升運營效率，將是亞投
行需要去解決的問題，如果做得好，
會對現有全球多邊金融機構的治理和
運營提供一個好的示範。

此外，劉東民認為，亞投行能否
成功運營，更重要的挑戰是能否具
有國際視野、秉持開放的理念和架
構。狹隘的利己主義會摧毀亞投行
平台的公信力與國際影響力，要有
開放的心態和開闊的國際視野，要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才有可能獲得
持續的成功。

聘專才加盟補缺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也指出，中國是
否有能力挑起大樑，順利、成功地運
營亞投行，一直受外界質疑。
面對挑戰，張明建議，聘請世界銀

行、亞行等高級管理人員、局長、國
別代表以及專業人才加盟到亞投行，
來彌補自身運用管理的劣勢；與世界
銀行、亞行、歐洲投資銀行等 「老
師們」主動籌商，建立一個基於基礎
設施投資的長效合作機制，以填補在
運作管理、盈利、風控、信息披露等
領域的「信用」差距；亞投行還可以
在資本結構、流動性安排、融資機制
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創
新，建立一個比世界銀行、亞行等更
為完善、更具彈性的機制；並在相關
經濟體和國際金融中心設立代表處，
以了解市場和投資者。

埃及趕搭「尾班車」
今天是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資格
申請截止日。埃及昨日趕搭「尾

班車」，成為亞投行第43個意向創始成
員國。而在此之前，美盟友「倒戈潮」
持續，繼英、法、德、意之後，丹麥、
澳洲等國亦紛紛表態加入，在全球前十
大經濟體中，僅剩美國、日本尚未提交
加入申請。隨着美國財長傑克盧於截止
日前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特別代表身份訪
華，外界在猜測美國乃至日本，會否在
最後一刻改變立場登上「末班車」。而
31日前未能申請加入的國家，未來只能
作為普通成員加入亞投行。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認為，亞投行吸引了眾多域內外國家，表
明中國提出和推進國際規則的能力受到廣
泛信任，這可以令亞投行實力基礎增厚，
未來業務空間拓寬，當然，參與的國家眾
多，對協調能力的要求會上升。

「最佳實踐」爭不休
國際社會正密切關注亞投行未來的決

策機制、股份分配、投資標準等制度安
排，未來三四個月中，各意向創始成員
將召開兩次以上的工作會議就關鍵問題
進行討論。早先美國就提出，亞投行很
可能降低對貸款接受國勞工、環境等方
面的要求從而對國際開發體系造成「腐
蝕」和「斷裂」，現有的多邊機構則希
望說服亞投行採用過去幾十年間其他國
際開發銀行創立的所謂「好的、嚴格的
標準和規則」，也就是遵循「最佳實
踐」，可以預計，未來幾個月圍繞所謂

「最佳實踐」展開的爭論將愈
加激烈。
近日，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
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很多西方國家提
出的一些規則，我不認為是最佳的，不
見得現存制度都是最佳。亞行也正在改
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
張燕生認為，所謂「最佳實踐」存在

三個問題，不得不反駁和檢討。首先，
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由英美主導的，
最大的問題是忽略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權
益和利益要求，讓窮國遵循發達國家的
規則。第二，發達國家在幫助發展中國
家的時候往往包括一些政治上、民族
上、人權方面的條件。第三，在解決這
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方面，往往是用西
方的標準來衡量。
由此張燕生認為，亞投行很可能將

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貸款準則，
也將以行動說明，改革現有規則中不

合理做法。

精簡廉潔綠色成核心
實際上，面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對

亞投行治理能力和公開透明的擔心，中
國已採取了措施和規劃。亞投行多邊臨
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談到對於未來的
亞投行有三個構想目標：精簡、廉潔和
綠色。他希望亞投行通過各成員國談
判，建成一個高效靈活、架構簡單、運
作方便的機構，而不是純粹的官僚機
構；同時，要把所有腐敗的可能排除在
外，通過購買專業服務等方式，避免業
務運行中和組織架構本身造成腐敗的機
會；信貸政策也將遵循綠色和可持續發
展的原則。此外，亞投行還在全球招募
了不少退休的世界銀行職員，商討解決
治理結構問題，以提高新銀行在西方國
家的公信力。

(截至3月30日12時)
創始成員國30個：中國、孟加拉

國、文萊、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
亞、約旦、哈薩克斯坦、科威特、老

撾、馬爾代夫、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尼
泊爾、新西蘭、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
卡塔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蘭卡、
塔吉克斯坦、泰國、烏茲別克斯坦、越南、

英國、盧森堡、瑞士。
申請加入國13個：意大利、德國、

法國、土耳其、奧地利、韓
國、巴西、俄羅斯、澳洲、
荷蘭、格魯吉亞、丹麥和埃

及。
■記者海巖 整理

亞投行「朋友圈」

創始申請今截止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創始成

員國申請截止日的到來，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

行）籌建勢如破竹，「朋友圈」

擴容至43個，英法德意等域外發

達國家紛紛加入，全球前十大經

濟體除美日外均納入「圈」中。

下月15日，創始成員國名單將最

終確定，亞投行籌建工作隨之進

入衝刺，爭取6月完成章程談判

和簽署，屆時將敲定決策機制、

股份分配、投資標準等一系列制

度安排，這一中國主導的多邊體

系將以怎樣的運行機制和實際行

動來實現「精簡、廉潔和綠

色」的承諾，令全球

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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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擴容
運營管理臨考驗

資金技術互補
投資領域分工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今天截止申請。圖為去年10月中國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
字儀式。 資料圖片

全球前十大經濟體僅剩美日未加入

43國 亞投行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