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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入亞投行 將添新機遇
陳茂波將率團 首次以成員身份赴濟州開會

與世銀亞開行 合作多於競爭
由中國倡議設立的亞

投行，總部就設在北京
金融街，法定資本1,000

億美元。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由發達
國家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相比，亞投行是第一
個發展中國家佔多數投票權的多邊機構，中國
為最大股東，在創立之初擁有30%左右的股份
和26%左右的投票權；從宗旨看，亞投行側重
於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而世界銀行、亞洲
開發銀行等則強調以減貧為主要宗旨。

從亞投行成立第一年看，其與亞洲開發銀
行、世界銀行的合作大於競爭。尤其是，亞投
行發放的第一筆貸款就是與亞洲開發銀行為一
條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高速公路項目提供聯合
融資，這使得本以為兩者會惡性競爭的預言者
大跌眼鏡。

去年貸款9項目 75%聯合融資
2016年全年亞投行共為7個亞洲發展中國家

的9個項目提供17.27億美元貸款，其中75%

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融資。
在經營方面，目前亞投行設立理事會、

董事會和高管層，目前無常駐董事會，首
任行長金立群來自中國。目前公路、電力
等清潔能源項目是貸款主要投向，需滿足
金融可持續、環境友好型、當地人民支持
三個條件。同時亞投行不是以盈利為最大
目標的機構，只是要以盈利保證機構的財
務健康，確保長期融資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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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政府昨公佈，香港獲亞投行（AIIB）納

入為新成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率領香港代表團首次以成員身份，出席亞

投行定於本月16日至18日在韓國濟州舉行的第二屆理事會年會。陳茂波昨

日表示，香港在設計、建造、營運和管理大型基建項目的經驗及專長一直獲

得國際認可，相信香港的專業及金融服務業肯定可以為亞投行的成功運作作

出貢獻，而加入該行同時也可以為有關界別帶來新機遇。

陳茂波表示，香港早日完成加入亞投行的
程序，顯示香港已做好準備支持亞投行

的運作。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一國
兩制」的獨特優勢、成熟穩健和流動性充裕的
金融市場，以及大量具國際經驗的頂尖金融人
才，香港的優勢可以協助亞投行籌集資金，為
該行的不同基建項目融資。

港基建金融業優勢可作貢獻
他指出，香港在設計、建造、營運和管理大
型基建項目的經驗及專長一直獲得國際間認
可，其專業及金融服務業肯定可以為亞投行的
成功運作作出貢獻，而加入該行同時也可以為
有關界別帶來新機遇。
政府新聞處昨發佈消息說，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在今年5月12日的會議上通過香港認繳亞投
行7,651股股本，其中包括1,530股實繳股本
（相當於12億港元，分5年繳付）和6,121股
待繳股本。在完成其後的法律程序後，香港獲
接納成為亞投行的新成員。

中銀：推動「帶路」發揮五作用
中銀香港高級研究員王春新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亞投行是為推動「一帶一路」發

展度身訂做的多邊金融機構，香港作為亞投行
成員，可以發揮5個作用。首先香港作為商務
貸款和銀團貸款中心，在提供融資服務上有其
優勢，可為亞投行的重大基建方案提供多元化
的融資服務，例如銀團貸款、開發基金、債券
發行等。其次，香港可支持亞投行本身的再融
資，因為亞投行資本金只有1,000億美元，實
到資本金只有200億美元，但每年貸款金額達
100億至150億美元，可能很快會用完，需要
有市場再融資。王春新指，香港可以為亞投行
再融資提供方便，例如以各種貨幣計價的長期
債券。

最佳融資平台離岸人幣中心
第三，亞投行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去年中
國對外投資為1,830億美元，很多企業選擇從
香港走出去，當這些企業投資「一帶一路」沿
線項目，很可能得到亞投行的支持，香港可以
為它們提供融資、專業服務支持。第四，香港
的資本市場是亞洲最開放、監管環境最好的金
融平台。「一帶一路」帶來大量基建項目，當
中投融資以人民幣議價，催生新一輪的金融需
求，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以借此
擴大人民幣業務，亦有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最後，亞投行融資主要為主權擔保，這些國家
面臨經濟轉型、地緣政治，甚至恐怖主義的威
脅。香港可以幫助亞投行防控，進行盡職調
查、財務分析，評估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減
少融資風險。
香港加入亞投行後，接下來的焦點是亞投行

會否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去年10月，國家發
展改革委西部開發司巡視員歐曉理在粵港澳合
作論壇上透露，國家支持香港以適當方式參與
亞投行，並研究在香港成立亞投行辦公室，設
立亞投行發債平台和融資中心。亞投行行長金
立群亦於去年11月表示，期待香港於亞投行內
扮演積極的角色，香港作為世界級的金融中
心，擁有穩健的商業基建及成熟且活躍的資本
市場，亞投行在發債時必定考慮利用香港在這
方面的專長。

學者：在港設辦公室機會大
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MBA課程協理主

任、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陳鳳翔認為亞投行
在香港設立辦公室的機會大，因為亞投行需要
人才加入，而香港的人才最為流通，薪俸稅
低，家眷容易適應，在招聘人才上很有說服
力，吸引適合的人才來港。

■陳茂波稱，香港可藉優勢協助亞投行籌集資
金，為基建項目融資。

■ 王 澤 森
認為，亞投
行或可成立
中立的評級
機構，評估
相關項目風
險，增加公
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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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金融界人
士歡迎香港成為亞投行新成員，中銀香港副董
事長兼總裁岳毅昨指出，亞投行首次接納非主
權地區加入作為正式成員，充分體現了「一國
兩制」的優勢，也是與香港特殊的金融地位分
不開的。它將給香港帶來更多參與推動「一帶
一路」基建的發展良機，從而有利於提升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
他認為，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
心，擁有世界一流的專才和豐富經驗，足以擔

當亞投行的首要國際融資平台。下一步香港宜
盡力爭取亞投行在港設立財資中心，並提供高
質量的金融和專業服務。

滙豐：可成「帶路」融資平台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

認為，香港可以利用在財資管理、債務融資及
私募投資的領導地位，充分發揮包括「一帶一
路」等在內的亞洲基礎建設項目中重要融資平
台的功能。同時，香港具有作為領先離岸人民

幣中心的獨特優勢，冀成為亞投行的財資中
心。
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王澤森認

為，亞投行投資在「一帶一路」地區，需要
對當地風險較了解，現時的評級機構對亞洲
投資者的信貸評級和風險評估未必太詳細。
亞投行或可成立中立的評級機構，評估相關
項目風險，增加公信力。因為不少內地資金
通過香港投資基建項目，香港擔當協助的角
色。

由中國倡議設
立的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亞

投行），於2016年1月16日正式開
業，截至目前有77個成員，遍佈五大
洲，七國集團中只有美國、日本未加
入，預計今年年底成員將增至85個，
從成員規模看，亞投行已是僅次於世
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

年底成員料增至85個
亞投行的成立旨在促進亞洲區域

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乃至支持
世界經濟復甦，主要業務是援助亞
太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不過在外界看來，除了投資搞建設

外，這家作為中國倡議成立的第一
個多邊金融機構還身負更深遠意義
和使命：一方面是中國在國際金融
體系中提高話語權。目前已經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一直希
望提高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地位，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旨在提
高中國發言權的改革方案
因遭到美國國會反對而遲
遲不能落實，在此背景
下，亞投行作為第一個由
中國發揮主要作用的多邊
金融機構，中國約有26％
的投票權，意味着中國實際
上對重要事務擁有否決權，
也希望藉此在國際金融新秩
序建設中發出中國聲音，提

出中國方案。同時，也為人民幣國
際化、「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
推進保駕護航。

積極推進「帶路」建設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亞投行
作為一個多邊機構，並非專為「一
帶一路」所設，但對「一帶一路」
高度重視，將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為主要切入點，與其他多邊發展組
織一道積極參與推進「一帶一路」
建設，實際上，眾多「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也是亞投行成員國，只要
有符合亞投行貸款原則的項目，亞
投行就將全力給予支持。
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重塑亞

歐經濟地理格局的雄心，依託於現
代科學技術，改變自然地理禁錮，
從中國開始，貫通中亞、東南亞、
南亞、西亞、東歐、中歐直至大西
洋沿岸，實現經濟一體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
道）香港正式加入亞投行，認繳
7,651股股本，當中包括1,530股實繳
股本（相當於12億港元，分5年繳
付）和6,121股待繳股本。官方尚未
公佈認繳後香港在亞投行所佔股份比
例，業內人士按照亞投行認繳股份參
照域內GDP比重分配等原則大致估
算，香港在亞投行股份或低於
0.07%。雖然股權比例不高，但在亞
投行獲得席位，意味着香港有優先機
會參與到亞投行投資的亞洲基礎設施
建設項目中並發揮重要角色，未來亞
投行進行發債、貨幣掉期等交易和金
融活動時，香港無疑會是首選。
根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

定》，亞投行的法定股本為1,000億
美元，域內外成員的出資比例為
75︰25，而各成員所認繳的股本在
這一比例範圍內，參照GDP比重進
行分配，並尊重各國的認繳意願。
另外，亞投行總投票權由股份投

票權、基本投票權以及創始成員享
有的創始成員投票權組成。每個成
員的股份投票權等於其持有的亞投
行股份數；基本投票權佔總投票權

的12%，由全體成員（包括創始成
員和今後加入的普通成員）平均分
配；每個創始成員同時擁有600票創
始成員投票權；基本投票權和創始
成員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比重約為
15%。

中方佔總投票權26.06%最高
初始法定股本分為實繳股本和待

繳股本，實繳股本的票面總價值為
200億美元，待繳股本的票面總價值
為800億美元。在2016年1月成立之
初，總認繳股本為981.514億美元，
原因是個別國家未能足額按照其
GDP佔比分配的法定股本繳交。其
中，中方在亞投行認繳額為297.804
億美元，佔比30.34%，中方投票權
佔總投票權的26.06%，也是現階段
投票權佔比最高的成員。緊隨其後
的印度和俄羅斯的投票權分別為
7.5%和5.92%。
今年3月亞投行批准包括香港在內

13個新成員加入，亞投行官方表
示，分配給13個新意向成員的股本
主要來自於銀行現有股本池中未分
配的部分。

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

港佔股權不高 但獲優先機會

亞投行近期主要工作

■6月16日在韓國濟州舉行第二屆
理事會年會，主題為「可持續基
礎設施」

■5月批准首個印度貸款項目，貸款
金額1.6億美元，與世界銀行聯合
融資，用於全民供電計劃

■3月23日宣佈成員首次擴容，新
增包括阿富汗、中國香港、加拿
大、比利時在內的13名成員，至
此，亞投行成員數量增至70個。

整理：記者 海巖

■ 岳 毅 表
示，亞投行
首次接納非
主權地區加
入作為正式
成員，充分
體現了「一
國兩制」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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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冬 勝
稱，港可發
揮包括「一
帶一路」等
在內的亞洲
基礎建設項
目中重要融
資平台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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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中銀：：應應爭亞投行在港設財資中心爭亞投行在港設財資中心

港入亞投行港入亞投行55作用作用
1 強化香港在亞洲區內具領先地位的國際融資平台強化香港在亞洲區內具領先地位的國際融資平台

2 提升香港作為區內國際投資管理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作為區內國際投資管理中心的地位

3 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

4 進一步發展香港人民幣市場進一步發展香港人民幣市場

5 協助防控和化解投融資風險協助防控和化解投融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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