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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或将重塑全球金融格局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4 月 15 日，经现有意

向创始成员国同意，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

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

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

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为 57 个（截至记者 15 日 15：00 点

发稿前)。它将是继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

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之后的第五大国际开发银行。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亚投

行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的范畴，有望对

现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响。

环球华商协会执行主席柴松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 亚投行将开启中国金融外交新常态。亚投行体

现了中国尝试在外交战略中发挥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

力量，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有利于人民

币“出海”。

正如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所说：中国筹建

亚投行从来没讲过挑战现在金融体系，我们只想使这个

体系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够满足整个国

际社会对金融和资金的需求。

为国际金融秩序注入新力量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成立于 1945 年，统治世界已长达

70年。由于西方国家拥有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所以世

界银行在对新兴市场基础建设投资时，往往会附加很多利

于西方国家的要求，比如要求借款国实行私有化、对外开放、

货币自由兑换、财政紧缩、降低赤字率，同时政治要透明，在

人权、劳工保护、环保等方面也有要求，这被一些发展中国家

理解为“附加条件”，导致其较难获得贷款，让基建资金缺口

进一步放大。而亚投行的基本使命是向亚洲地区的开发项

目提供融资。之前的这种角色，传统上是由美国主导的世

界银行和美日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扮演。

同时，这些早期建立的金融机构也出现了一定的官

僚化症状，增加新的竞争已经迫在眉睫。

柴松献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的诞生打破

了美国在世界金融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亚投行正如

同一条“鲶鱼”，将给国际金融秩序输入新鲜力量。

首先，在遵守国际通行惯例与合理规则的前提下，

亚投行将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不合理规定和计算方法，

推出以各国相互尊重为主旨的中国版世界金融新规则、

新秩序。例如，各国在亚投行的投资权重将以 GDP 为

主要依据。

其次，世界金融治理格局改变不可阻挡。经过战后

70 年的发展，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力量对比已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并

不能反映这种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两行

的话语权和投票权依然受到限制。另外，世界银行和亚

洲开发银行主要是从事扶贫、环境保护等事宜，而对用

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却十分有限，中国自立门户，成立亚

投行正好弥补这个空缺。

最后，亚投行将成为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两大银行的

重要补充。据亚开行代表的说法，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目

前每年能够给亚洲的资金大概只有 200 亿美元，用于基

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 40%-50%，杯水车薪而

已。另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亚

洲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 8 万亿美元，另需约 3000

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但亚洲地区一些国

家受国力影响，国内财政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

资金需求，这就出现了缺口。

亚 投 行 的 使 命 就 是 填 补 这 个 缺 口 。 面 对 亚 洲 地

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英国不顾美国的阻挠，

加入亚投行，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决定，旨在共享亚洲

发展红利。

欧洲国家纷纷争搭快车

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表示，美国一开始

就排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并游说其他国家不要参

加，但继英国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也相继加入，美国

这四个传统盟友未与美国商量就作出此决定，这表明世

界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正如英国“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所言，美国未

能说服其盟国抵制亚投行，显示了中国外交政策核心方

针的“双赢”，即理念的优越性，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零

和”理念的过时。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专家张建平

也认为，从长远来看，亚投行的顺利推进将加速区域互

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域外国家加入亚投行，将能够从亚

太地区更高的区域增长和更大的市场空间中受益。此

外，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或可谋得更多话语权，这

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件乐事。

欧 洲 国 家 不 愿 意 错 过 亚 洲 经 济 发 展 的 快 车，愿

意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他们不仅能获得投

资利润上的收益，还会为欧洲企业争得更多的亚洲基

础设施建设的市场。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游戏。另

外，这些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无疑给亚投行带来了

更好的声誉，既为亚投行的资本扩大作出了贡献，也

能为将来亚投行的治理提供更好的参照和监督。

朱云汉认 为，中 国 的 兴 起 带 动 全 球 秩 序 重 组，中

国带领发展中国家选择性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也带

动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习近平启动“一带一路”

大战略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欧亚印度洋过去 1700

年是人类经济活动枢纽，在拉丁美洲被葡萄牙、西班

牙和英国等殖民，重心转至大西洋，美国在二战后一

枝独秀，改以太平洋为重，现在重新回到以欧亚印度

洋为中心的新局面。”

种种迹象表明，亚投行的建立以及之前成立的金砖

国家开发银行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

果，标志着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亚投行的

运作成功，除了国内、国际两方面的现实经济意义，更是

中国在国际大舞台追求话语权、发挥影响力向前迈进的

重要一步。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事实上，中国在宣布筹建亚投行伊始，就给美国发

出了邀请函。美国不仅拒绝，还劝阻其在欧洲和亚太

地区的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美国认为：亚投行将挑

战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力，可能会与由它所

主导的世界银行相互竞争。

针对美国对亚投行治理结构、中国在其中的主导

作用等表达的质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

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表示反对。

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等国家选择避而远之，亚投行

又该如何向他们证明自己的竞争力和可靠性呢？英国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分道

扬镳。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滕撰文指

出，美国政府应当“改弦更张”，选择加入亚投行，并说

服国会支持其向亚投行出资，“美国还应该鼓励世界银

行等现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与亚投行紧密合作，这样

亚投行就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然而，改弦更张对美国来说绝非易事。

但 耐 人 寻 味 的 是 ，前 美 国 财 政 部 部 长 保 尔 森

（Henry Paulson）在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表示，美国不应敌

视亚投行，而是应该支持亚投行的成立以使其能够同

国际标准接轨，他还建议美国可以以观察国的身份加

入亚投行。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日前也表示，多边银行对

亚洲各国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欢迎由中国倡议

设立的亚投行，当然也留下一个尾巴，即“要符合类似

国际机构的标准”。美国从几个月前的搅局，转而到有

条件的支持，其政策显然正在改变。

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CIS）外交政策研

究员本杰明·赫斯科维奇预计，美国最终会低调地收起

对亚投行的敌意，并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加入。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近日公开表

示，“欢迎美国加入进来与我们共事”。

或许，美国很可能以后找机会与亚投行合作，挽回

点颜面，与美国一样未参与亚投行的日本也一样。若

真能如此，将对各方都有利。

美国能否“改弦更张”加入亚投行？

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0 年，亚洲各

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 8 万亿美元，是难得的投

资机会。那么，亚投行将给企业带来何种机遇、何种投

资回报？

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申请加入亚投行将给

英国和亚洲的共同投资和成长创造宝贵的机遇，“为英

国企业创造投资全球增长最快地区的最好机会”。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比较强的实力和经

验，中国企业将在引领金融外交新常态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在法国马赛 Kedge 商学院中国区主管王华看来，

就中企而言，有些是直接受益，有些则是间接受益。由

于亚投行是国家战略，对钢铁、水泥、建筑、机械等企业

都是重大利好，这在央企、国企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非

公企业的直接利益在短期内还无法体现。

野 村 证 券 认 为，亚 投 行 在 中 国 扩 大 对 外 投 资 过

程中扮演非常重要而积极的角色。亚投行通过亚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资 金 投 入，既 为 民 营 基 建 企 业 打 开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进 入 通 道，又 能 较 好 地 为 民 营 基 建 企 业

提 供 公 平 待 遇 的 庇 护 和 支 持 。 特 别 是 当 前“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的 实 施 ，为 民 营 基 建 企 业“ 走 出

去”带来大好契机。

苏州市君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汝

军一直关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最新发展。他说，

君悦集团生产的保温隔热材料正朝着高效、节能、薄

层、隔热、防水外护一体化方向发展，正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洽谈合作事宜。未来，亚投行向“一带一

路”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将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而是所有参与亚投行国家的共同行为。被投资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等受到的外部力量干预将大大减少。中

国企业在承担“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时，或是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企业合作时，将有效避免单一资本带来的

巨大风险。另外，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机

构，不仅是对地区和世界多边开发体系的有益补充，也

是实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由途径，亚投行

与“一带一路”的有机融合将拉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

新时代。

企业迎来新机遇

据英国路透社网站 4 月 14 日报道，一位了解情况的

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亚投行成员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和世界银行会议的间隙开会。印度是最早加

入亚投行的几个国家之一。

消息人士称，根据提议中的股权结构，中国在其

主导成立的亚投行中可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亚投

行成员国本周可能在华盛顿的会议上对该行股权结

构展开讨论。

中国提议由亚洲 国 家 掌 握 亚 投 行 四 分 之 三 的 股

权，这 比 单 纯 按 照 经 济 总 量 权 重 决 定 的 总 持 股 比 例

要高，因为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也是

成员国。

两名日本的消息人士称，根据这一提议，每个亚洲

成员国都可以根据其经济规模，在这 75%的配额中分得

一杯羹；而中国则将成为亚投行中影响最大的单一成员。

消息人士称，中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有关亚投行

的大致细节，以争取日本的加入。不过日本政府仍未

作出加入的承诺，因其亲密盟友美国已敦促各国对亚

投行保持警惕。

“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规模计，世界排名第一和

第三的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则中国将有势不

可挡的份额和发言权，”一日本官员说，“没有国家能挑

战中国。日本如果加入，将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中国财政部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亚投行成员国将讨论股权结构

编者按：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成

为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其重要性正

日渐凸显。

最近，围绕亚投行的力量角逐，表明亚

洲正在崛起，但亚洲国家都是储蓄大国，没

有很好的投资渠道，只能把大量储蓄用来购

买美国国债。同时，亚洲国家也无法把自己

的资本用来促进自己的基础设施发展。

中 国 提 倡 的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恰 好 弥 补 了 这 种 缺 陷 ，满 足 了

亚洲国家的需要。作为一家区

域 多 边 金 融 机 构 ，亚 投 行 正

在搅热全球，扩围之势“ 一

日 千 里 ”，众 多 国 家 纷 纷

申 请 加 入 亚 投 行 ，抢 搭

中 国 和 亚 洲 经 济 发 展

的顺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