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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创佳绩  行稳以致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一周年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阿塞拜疆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改善借款国的投资

环境、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转

型、增进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

此同时，亚投行还着眼长远，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

趋势和发展中成员国多样化需求，搭建了近 30 个

项目的储备库。可以说，亚投行正按照习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指明的方向，朝着建成互利共赢和专业

高效的基础设施融资平台稳步前行。

业务运营的高效得益于亚投行治理结构的创

新。亚投行采用了三级架构即理事会、董事会和以

行长为首的管理层。理事会是亚投行最高的决策机

构。2016 年 6 月 25—26 日，亚投行在北京成功举行

以“基础设施发展伙伴关系”为主题的首届理事会

年会。各国理事围绕亚投行发展壮大提出了指导意

见和建议。为节约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亚投

行创新采用董事会非常驻机制，除每季度召开一次

董事会外，通过董事会下设政策和战略委员会、预

算和人力资源委员会以及董事会专题吹风会等多

种渠道，加强非常驻董事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管理层除组建常规的战略与政策、人事、司库、

业务运营等部门外，还探索设立了多项职能合一的

合规有效性和廉政局，为亚投行加强监管、杜绝腐

败、高效运营提供制度保障。

业务运营的规范得益于亚投行自身勤习“内

功”。在建章立制方面，亚投行在借鉴现有多边开发

机构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财务政策》

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并致辞，亲自见证了 57 个成员

国代表团团长共同按下开业启动键，为亚投行纪念物“点

石成金”揭幕。这象征着亚投行作为国际多边开发体系的

新成员和新伙伴正式起锚远航。“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

阳生春又来”。一年时间转瞬而过，在各成员的大力支持

下，亚投行管理层和全体职员同心协力、奋发有为，秉持

“精简、廉洁、绿色”的运营理念，成功推动项目贷款、建

章立制、机构组建、职员招聘等各项业务齐头并进。亚投

行作为新多边开发机构所展现出的效率和潜力赢得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此过程中，中方积极发挥作为第一

大股东国和东道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亚投行首创佳绩

提供了有力支持。

业务运营取得“开门红”

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动员各种资源特

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区域互联

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亚投行的共

同期待。鉴此，亚投行结合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亚

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充分考虑与世

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业务互补，

研究提出可持续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和动员私营部门

资源三大战略重点。贷款业务是多边开发机构履行自身宗

旨的具体载体。2016 年，亚投行按照高标准和规范化的多

边程序批准了 9 个项目，贷款总额达 17.3 亿美元，超过原

定 5—12 亿美元的年度计划目标。上述项目主要聚焦交通

和能源两大领域，位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塔吉克斯坦、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5

5

［特别报道］ 中国财政｜ 2017.05半月刊｜总第730期

《环境与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十余项政策文件，

为亚投行高标准、规范化运营提供了政策依据，同

时启动首个行业战略——能源战略的制定和磋商工

作。在职员队伍建设方面，亚投行按照“公开、透明、

择优”原则，同时面向成员和非成员国招聘高素质

专业人才。2016 年共招聘来自 24 个国家的近 80 名

专业人员，包括行长、5 位副行长和 1 名法律总顾问

在内的高级管理层悉数到位。

亚投行的运营成效和发展前景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肯定，除原有的 57 个创始成员国外，已有

来自域内外的 30 个经济体正式提出加入意向。随着

新一轮成员加入，亚投行将进一步向全球性多边开

发机构的方向迈进。

国际合作崭露头角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亚投行既肩

负着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历史使命，同时

也将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正能量”。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亚投行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

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2016 年，面对世

界经济持续低迷、长期增长动能不足的局面，全球

的目光都投向了中方作为轮值主席的二十国集团

（G20），期待 G20 贡献务实成果，引领全球经济走

出泥潭。在中方的推动下，亚投行首次亮相重大国

际多边舞台，全面参与了 G20 投资议题下的“多边

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

明”“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等核心成果

的讨论和制定工作。其中，为向全球市场释放积极

信号、提振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信心，G20

拟请多边开发银行在“多边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基础

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中提出支持基础设

施的具体量化目标。亚投行主动展现新机构的活力

和勇气，与世行、新开发银行一道率先公布支持基

础设施投资的量化目标，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此外，亚投行积极构建发展伙伴关系，与世行

签署了联合融资框架，与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等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其在运营初期利用现有机

构资源和影响力拓展业务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在

2016 年亚投行批准的 9 个项目中，与现有多边开发

机构的联合融资项目达 6 个，贷款金额约占总额的

73%。这些合作充分说明，亚投行作为国际发展领域

的新成员、新伙伴，不是对现有机构的威胁和挑战，

而是对现有全球和区域多边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

构建“共赢”格局  展现中国智慧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表示，倡议成立亚投行，是

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

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财政部作为

亚投行业务的窗口部门，鼓励亚投行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倡议和战略，同时更加

注重践行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型义利观，

维护亚投行的机构利益及广大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积极履行中方作为股东国和东道国的各项义

务，为亚投行的业务运营保驾护航。及时履行出资

义务，截至 2016 年底，共计向亚投行实缴股本金

23.82 亿美元，极大提升了亚投行在业务运营初期的

财务能力 ；会同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切实按照《总

部协定》和《东道城市备忘录》要求，为亚投行在华

运营提供各类便利，并启动亚投行永久总部大楼建

设工作。同时，充分尊重多边规则和程序，通过理事

会、董事会等决策机制发挥影响，提高机构决策和

运营的透明度，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亚投行作为多边

开发机构的非政治化形象。

 着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积极通过亚投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支

持发展中借款国做好项目准备工作，中方主动出资

在亚投行设立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并于 2016 年完成

首笔捐资 1000 万美元。随后，英国、韩国也分别承

诺向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资。在能源战略磋

商过程中，着眼于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化石燃

料发电上的现实需求，积极宣传中国相关经验和先

进实践，成功引导各方同意将支持使用最清洁技术

的化石燃料发电项目纳入亚投行的能源战略。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财政部

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发挥最大

股东的引领作用，在遵循多边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

积极参与和引导亚投行战略制定进程，做好吸收新

成员工作，巩固和拓展国际发展伙伴关系，进一步

提高机构能力和资金实力，以亚投行为平台，推动

我国国家战略与域内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亚洲共同繁荣

的美好梦想相通，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不

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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