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港有能力做好亞投行一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亞投行昨日截止創
始成員的申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
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政府積極表態加入亞投行，相信香
港有能力做好作為亞投行一分子的工作。他並呼籲立
法會議員在審議有關加入亞投行的程序時停止拉布或

姑息拉布，否則將會影響工作效率及國際聲譽。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香港不少人都十分

關心特區政府對亞投行的態度如何，尤其是金融界及財
經界人士。特區政府很早以前已向中央積極表態加入亞
投行，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有能力可以做
好作為亞投行一分子的工作，有決定後會盡快宣布。

需立會審議 籲別拉布
他指出，如果在加入亞投行的過程中，有一些步驟需
要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希望立法會少數經常慣性拉布
的議員停止拉布，也希望一部分經常姑息拉布的議員不
要姑息這些行為，「因為拉布確實不單影響我們工作的
效率，亦影響特區政府在國內和國際的聲譽。」
梁振英相信，無論是亞投行或「一帶一路」，香港
都有能力用好這些機遇，為經濟發展添加新動力。他
又重申，有了經濟發展之後，才可改善港人的生活，

並為青年提供就業機會。

陳家強：一早表態冀參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晚被問及香港加入亞

投行的問題時表示，亞洲基礎建設設施方面投資，未來
會成為很大的經濟發展動力，令很多國家及地區都很希
望加入，這是一個很大的經濟發展機遇，也是一個商機。
他續說，香港作為亞洲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

這方面有角色可以發揮，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已經表
達希望參與 …… 特區政府有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
的身份（出席會議）了解籌備工作的進行。」
陳家強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加入亞投行的意
向態度正面，目前要待亞投行章程的細節確定，及籌
備工作完成後，當局才會知悉香港作為一個特區應以
甚麼形式加入，及加入亞投行需要投入的資金，目前
未有時間表和具體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主導籌
建的亞投行受到全球五大洲國家追捧，外媒評價說，
在兩個大國爭奪全球金融主導權的鬥爭中，中國憑借
亞投行再勝一局。美國對這一新成立的國際機構心存
疑慮，因為可能會損害美國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
行的統治地位。
美國有線電視台(CNN)分析稱，在有關亞投行的競

爭中，中國「得分」，美國則成為了輸家。美國對亞
投行如何運行存在疑慮，同時試圖限制其有效性，並
曾暗中慫恿盟國不要參加。然而，隨着歐洲的跟從，
中國「似乎已經獲得了重大勝利」。

不過CNN指出，亞投行並「不會在一夜之間」重
塑世界經濟秩序。500億美元的計劃啟動資金，是世
界銀行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報道，美國對中國領導的
亞投行的反對看上去越來越孤立了。英國是首個加入
亞投行的主要西方國家，此舉激怒了美國，但是一眾
國家隨後也加入了這家機構。
韓國《中央日報》3月30日則發表評論文章稱，韓
國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成員國，為韓國國內企業參與
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開發事業打開了機會的大門。
文章稱，韓國之所以不顧美中之間的微妙矛盾，積

極加入亞投行，也是因為無法放棄這樣的經濟利益。
但並不是加入亞投行之後，機會就會自動找上門來。
因此，在亞投行正式成立之前，應該為最大程度增加
國家利益制定細緻的戰略，做好充足準備。

外媒：奪金融主導權 中國勝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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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增至48個 亞投行落閘
吉爾吉斯斯坦挪威瑞典台灣搶搭「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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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創始
國申請「落
閘」的最後
一刻，搶搭
亞投行「列
車」的國家
和地區仍不
斷湧上「尾
班車」，最

終全球五大洲的47個國家和地
區組成了亞投行「首發陣容」。
美國眾多盟友的倒戈加入，使得
亞投行成為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
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同樣
也在當下以美元為主導、世界銀
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為主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湖
面」上掀起軒然大波。隨着亞投
行「列車」的全速前進，一個新
興的、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貨
幣體系是否能就此崛起，從而翻
開國際金融體系的新一頁，正引
得全球注目。

當今以美元為主導的布雷頓森
林貨幣體系早有詬病，籌建亞投
行正是中國順應國際金融體系進
步潮流提出的戰略構想，也是做
好「負責任的大國」角色的一次
可貴的試水。亞投行除了能夠直
接支持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
發展外，還將極大地重塑全球金
融新秩序，使中國在全球事務中
的領導力嶄露頭角。

擺脫美債牽制 人幣料崛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

究員彭興韻說，亞投行的設立意
味着，中國已從過去的全球化事
務的參與者，躍身為全球化事務
的引領者和規則的積極制定者，
國際金融體系多方博弈的力量對
比悄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與此同時，人民幣在亞投行投
資中的特殊角色，也可能開啟一
個新的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貨
幣秩序的序幕。

亞投行將令人民幣在全球貨
幣體系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交銀國際董事總
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分析，亞投行將通過發
行人民幣債券籌集部分資金，投資世界較落後
地區的基礎設施，而亞投行成員國將有機會成
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與此同時，隨着亞投行的
推進，以及今年晚些時候人民幣資本賬戶實現
自由兌換，中國將逐漸擺脫用外匯儲備購買美
國國債的困境，而轉向以人民幣投資海外基礎
設施。洪灝認為，這將最終帶來美元的式微與
人民幣的崛起。

中國提出亞投行三個構想目標：精簡、廉潔
和綠色，或許正勾勒出中國理想
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概貌，亞投

行的誕生能否改寫國際金融
新秩序，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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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創始成員

申請「落閘」，最後24小時，中亞國家吉爾

吉斯斯坦、北歐兩國挪威和瑞典以及中國台灣

地區搭上「尾班車」，至此亞投行意向創始成

員增至30個，另有18個國家和地區提出正式

申請，不過美國和日本仍未選擇在最後時刻搭

上亞投行這列「東方快車」。

亞投行正式發起於2014年10月，最初的21個首批意向
創始成員國中有新加坡、印度、泰國等區域性大國，

但更多是老撾、尼泊爾、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等貧窮小
國。在經過近半年籌備後，從今年3月開始，一些主要西
方大國開始加入。尤其是在英國的示範效應下，德國、法
國、意大利、瑞士等紛紛投入亞投行懷抱，隨後巴西、澳
洲、韓國、俄羅斯也加入進來。亞投行在中東同樣受到了
廣泛支持，沙特、約旦、阿曼、卡塔爾與科威特均在其中。

美態度有軟化 日此刻「不可能」
昨日乃創始成員申請截止日，北歐兩國挪威、瑞典雙雙
表態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來自中亞的吉
爾吉斯斯坦亦正式提出申請，繼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與烏茲別克斯坦之後成為中亞第四個加入亞投行的國家。
同一日，台灣當局財政事務主管部門亦發表新聞稿表
示，考量亞投行創始會員須於3月底前完成報名，台灣
方面已提出意向書，由陸委會請國台辦轉交亞投行籌備
秘書處，申請加入亞投行，希望成為創始會員。
至此，共有來自五大洲的47個國家和地區提出申請加

入亞投行，包括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的4個，

二十國集團中的13個。
亞投行「朋友圈」裡，全球的大國中就缺美國和日

本。到最後一刻，美國政府態度有所軟化。周一，美國
財長雅各布盧在訪華期間表示，美國願意與亞投行進行
合作。在有媒體援引日本駐華大使消息稱日本可能加入
亞投行之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則明確表示，日
本此時此刻「不可能」加入亞投行，因為中國尚未就各
種亞投行問題作出清晰解釋。

籌建緊鑼密鼓 年底正式成立
儘管美日在最後一刻並未選擇搭上亞投行這列「東方快

車」，但亞投行的籌建緊鑼密鼓推進。籌建亞投行第3次
談判代表會議3月30日起在哈薩克阿拉木圖一連舉行2天。
中國財政部表示，這項會議除歡迎約旦、盧森堡、英

國、瑞士等4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還針對多
邊臨時秘書處起草的《亞投行章程（草案）》修訂稿，
進行「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討論。會前，多邊臨時秘書
處舉行了研討會，就治理結構、環境和社會框架、採購
政策等問題向各方做了專題匯報。
該會議由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常設主席、中國財

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和會議聯合主席、哈薩克斯坦國民經
濟部部長艾博拉特．杜薩耶夫共同主持，29個亞投行意
向創始成員國談判代表及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
金立群出席會議。新聞稿還提到，香港特區政府也派員
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這項會議。
根據亞投行籌建工作計劃，各方計劃於2015年年中商

定亞投行章程終稿並簽署，之後經成員國批准生效，年
底前正式成立亞投行。

亞行
創建於1966年，總部設在菲律賓馬
尼拉。宗旨是幫助發展中成員減少貧
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實現「沒
有貧困的亞太地區」這一終極目標。
亞行主要通過開展政策對話、提供
貸款、擔保、技術援助和贈款等方
式支持其成員在基礎設施、能源、
環保、教育和衛生等領域的發展。
亞行是由日本和美國主導成立的，
他們是最大股東，現有成員體67
個，歷年九任行長全部由日本人出
任。

目標迥異 成員體重疊
亞行與亞投行對比

■記者：海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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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
計劃在2015年底正式成立，總部設在北京，與亞行致力於
減貧不同，亞投行更專注於投資基礎設施，為亞洲經濟社會
發展提供支持。

在全面投入運營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運用一系列支
持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包括貸
款、股權投資以及提供擔保等，投資方向包括交通、能源、
電信、農業和城市發展在內的各個行業投資。
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
億美元左右。中國作為主導國，將出資50%，擁有最大股份，
隨着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加入，中國將主動稀釋股份。目前申請
加入亞投行的48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了約旦、科威特、阿曼、
卡塔爾、沙特阿拉伯5個中東國家，其餘均為亞行成員。

■亞投行朋友圈擴容至48個，其中30個國家已經通
過了多邊審核程序成為意向創始成員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