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美日等國極力阻撓到
多國積極申請加入，從提出籌建倡議到
協定塵埃落定，短短一年多時間，覆蓋
五大洲，囊括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的亞
投行，昨日終於初露端倪並有望於年底
正式開張。近年來，從上海合作組織開
發銀行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再到現在
的亞投行，中國積極倡導、參與推動組
建新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不斷深耕多
邊金融機制，開啟了經濟外交新模式。

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持續低迷，美
國等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
弊端日顯，美元霸權對全球經濟的負面

影響突出，國際社會一再呼籲要推進國
際金融體系改革，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
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但全球金融
體系改革卻一直停滯不前，經濟發展中
的超前，並沒有改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
治理中的滯後地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仍然還是「小夥
伴」，並非主要成員。

為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和謀求應有發
展空間，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中國，近
年來開始積極革新金融外交，除了繼續
推動現有國際金融機構改革、開拓人民
幣國際化的空間外，中國亦展開新的多

邊金融外交攻勢，開始發力倡導並全力
推動或積極參與組建新的多邊開發金融
機構，並形成三大支點：金磚國家開發
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亞投
行。

但是，中國的創新之路並不平坦。雖
然早在2010年，中方就已提出成立上合
組織開發銀行的建議，但直到現在，由
於種種原因，仍然停留在政策倡議與概
念階段，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金磚國
家開發銀行2013年正式成立，但迄今各
方仍未就「金磚結算貨幣」或本幣自由
兌換等問題達成一致。

在亞投行的倡議與組建推進過程中，
中國明顯吸取教訓，採取了不同於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與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策
略，不再只是倡議成員和推動者之一，
而更為積極主動走上前台。中國是亞投
行的倡議國，也是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
代表主席國，在組建過程中扮演着主導
性引領的角色。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在穩步推進與現有
國際金融組織合作的同時，也勇敢地邁開
「第二條腿」走路，開始以主導形式推動
組建和完善新的多邊開發機構，向建設性
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邁出新步伐。

葛沖

深耕多邊金融機制邁出新步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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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9時許，澳洲代表首個簽署了《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協定》，拉開了協定簽署儀式的大

幕。各國按國名英文字母順序依次登台簽署協定。據新
華社報道，此次57國政府代表出席簽署儀式，其中已通
過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國家正式簽署協定，其餘未走完
程序的國家應在2015年底前完成協定簽署。同時，各意
向創始成員國還應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國立法
機構批准，此後才能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
此次各方簽署的亞投行協定有中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

共11章60條，詳細規定了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
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為亞
投行正式成立並及早投入運作奠定了堅實法律基礎。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協定借鑒了現有多邊開發銀行

的經驗和做法，在治理結構、業務政策、人力資源管理等方
面堅持國際性、規範性和高標準，確保亞投行專業運營、高

效運作、透明廉潔。
簽約儀式上，一位澳洲代表說，亞投行協定是一個高質

量文本，對各方關注的保障政策作出了嚴格規定。

中國擁26.06%最大投票權
協定中，最受關注的是各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股本和投
票權。亞投行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域內成員和域
外成員的出資比例為75：25，域內外成員認繳股本參照
GDP比重進行分配，並尊重各國的認繳意願。按照協定
規定的原則計算，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
26.06%的投票權，居現階段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
佔比最高的國家。印度、俄羅斯分列第二、三大股東，
認繳股本分別為83.67億美元和65.36億美元，兩國的投
票權分別為7.5%和5.92%。
「中國在亞投行成立初期佔有的股份和獲得的投票權，

是根據各方確定的規則得出的自然結果，並非中方刻意謀
求一票否決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說，今後隨着新成
員的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國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
可能被逐步稀釋。
目前，亞投行已確定總部落戶北京。根據協定，亞投行
可以在其他地方設立機構或辦公室。此外，亞投行將設立
行長1名，從域內成員產生，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1次。
史耀斌說，協定簽署後，各方將磋商制定行長遴選規則，
待各方達成一致後才會啟動行長遴選工作，屆時中方將推

薦強而有力的候選人參與首任行長競選。

港入亞投行形式待安排
另外，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簽署儀式的香港特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在現有的57國外，還有很多
國家或地區都希望加入亞投行，香港特區以何種形式加入
亞投行，須視乎亞投行決定新成員加入的安排。

50國簽亞投行協定
澳洲、奧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國、巴西、

柬埔寨、文萊、中國、埃及、芬蘭、法國、格魯吉亞、
德國、冰島、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
約旦、哈薩克斯坦、韓國、吉爾吉斯斯坦、老撾、
盧森堡、馬爾代夫、馬耳他、蒙古國、緬甸、尼泊爾、
荷蘭、新西蘭、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
卡塔爾、俄羅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蘭卡、
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聯酋、英國、
烏茲別克斯坦、越南。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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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10大股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出席《亞投行協定》簽
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長。習近平指出，亞投行將
同現有國際發展金融機構優勢互補。中國願同各成
員國一道，將亞投行打造成專業、高效、廉潔的新
型多邊開發銀行。
會見中，習近平首先代表中國政府對《亞投行協
定》的簽署表示熱烈祝賀並介紹了中國籌建亞投行
的目的等情況。隨後，瑞士聯邦副主席兼經濟部長
施奈德．阿曼、新西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英格利
希、韓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崔炅煥先後發言。他們

表示，亞投行籌建工作迅速、專業化地取得進展令
人高興。亞洲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顯而易見。中國
提出建立亞投行倡議十分及時和重要，連同中方提
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極大有助於解決本地區
的基礎設施瓶頸和資金制約，加強本地區國家間的
貿易聯繫和互聯互通，特別是幫助基礎設施薄弱國
家，促進亞洲的發展。相信亞投行將成為國際發展
金融機構的重要一部分。
多個成員國代表在發言中表示，中方在倡議和籌

建亞投行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積極意願和開放精
神，令人欽佩。有關成員國將共同努力，「逢山開

路、遇水架橋」，確保亞投行成為國際金融機構中
務實、高效的一員。相信在亞洲發展過程中，亞投
行將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

與國際發展金融機構互補
在聽取外方代表團團長發言後，習近平指出，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得益於世界銀
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以及其他一些
國家雙邊的金融支持。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
離不開世界。隨着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也願
意為國際發展事業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將繼續

支持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也希望通過倡議建設亞
投行，推動現有機構更好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演變
和成員國需求。
習近平表示，亞洲21世紀的發展，將在全球發展

中佔據更加突出的地位。中方提出「一帶一路」設
想和亞投行倡議，就是本着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
念，致力於同亞洲國家一道解決本地區面臨的現實
問題，共同發展。亞投行將同現有國際發展金融機
構優勢互補。中國願同各成員國一道，將亞投行打
造成專業、高效、廉潔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共同
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習近平：打造專業高效新型多邊開發銀行

5050國簽署協定國簽署協定 擬年底投入運營擬年底投入運營

中印俄中印俄列亞投行三大股東列亞投行三大股東

亞投行開張程序表
02/10/2013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籌建亞投
行，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
向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24/10/2014 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21個首
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正式簽
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
10/2014/至05/2015 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先後舉
行了5次談判代表會議，各方就《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協定》文本達成一致。
29/06/2015 已通過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亞投行
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協定》，其餘未走完程序的國家應在今年底前完
成協定簽署。
2015年年底 至少10個簽署方批准，且簽署方年
底前完成初始認繳股本不少於認繳股本總額的
50%，亞投行就可以正式開張。
31/12/2016 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在這日之前完成
本國立法機構批准。 ■記者葛沖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消
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昨日在
北京簽署，對亞洲開發銀行成員開放。台灣
表示會爭取以亞開行成員身份加入。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樂見亞投行依照章程處
理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問題，兩岸繼續保持溝
通，有助於更好地解決相關問題。
根據公佈的亞投行協定內容，在「成員
資格」一項中規定：「亞投行成員資格向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成員開

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
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
負責的銀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銀行提出加
入申請」。
台灣當局表示，台灣將爭取以亞開行成員

的身份申請加入。並將與亞投行多邊臨時秘
書處進行聯繫，掌握新成員審議程序及申請
加入方式及時程。入會名稱參考APEC、
WTO國際慣例，以各方所能接受的「中華台
北」（Chinese Taipei）名義為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銀
行行長金鏞華盛頓時間28日發表聲明，
祝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創始成員國簽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協定》，並願意與中國以及亞投行其
他成員合作推動亞投行的成功運行。
金鏞說，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和低收入

國家每年面臨1萬億至1.5萬億美元的基
礎設施投資缺口。單靠一家開發機構並
不能滿足如此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

金鏞說，亞投行與世行擁有共同的目
標，即消除極端貧困。亞投行將與世行
以及其他開發機構一道解決巨大的基礎
設施需求，從而有助於消除貧困，減少
不平等，推動繁榮共享。
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昨日

在北京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
定》簽署儀式，標誌着成立亞投行及其
日後運營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
法」，邁出籌建最關鍵一步。

台擬以亞開行成員申入亞投行 世行行長賀亞投行協定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鄭治祖 報道）中國倡議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邁出最關鍵一步。亞投行50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昨日在北京簽署「基本

大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根據協定，亞投行總部設在北京，設立行

長一名，計劃於今年底投入運營。目前，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

的投票權，居現階段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佔比最高國家，印度、俄羅斯分列第

二、三大股東。據悉，中國不追求一票否決權，會關注和平衡別國利益。
■樓繼偉作為中方授權代表簽署亞投行協定。 新華社

■印度簽亞投行協定。路透社 ■俄羅斯簽亞投行協定。路透社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長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長。。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