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征程自今始 扬帆共图发展梦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中国农历羊年辞旧迎新的年关岁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
新多边开发银行的身份正式亮相国际舞台。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协定》达到法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
式成立。2016年1月16—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出席开业仪式及理事会成立大会并致辞，为亚投行的运营发展勾勒蓝图、指明道路。
57个成员国代表团和多家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北京，共商以亚投行为平台，破解亚洲发展瓶颈、实现地区
持续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大计。亚投行的成立是亚洲乃至全球发展事业的一项盛事，为国际发展合作揭开了
新篇章。

为撬动更多的长期发展资金，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域内互联互通水平，2013年10月，
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域内外国家的积极响应。自倡议提出以来，中方始
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亚投行，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步骤开展工
作。志合者，不以山河为远。在共同信念和广泛利益的感召下，亚投行的“朋友圈”不断扩展，继首批22个
意向创始成员国于2014年10月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后，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逐步拓展至涵盖亚洲、
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的57个国家。在倡议提出两年多的时间里，各方凝心聚力、砥砺前行，把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变成了现实。

作为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是对现有全球和区域多边金融
机构的有益补充，也是对现有多边发展体系的强化。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
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200亿美元。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营，将动员更多长
期发展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亚洲地区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
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成立和运营顺应了国际经济治
理格局多元化的趋势，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发展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声音和代表性，为推
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民主化进程、丰富全球发展理念和实践模式提供了重要平台。“一枝独秀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亚投行将通过务实的项目合作和创新的融资产品，支持成员国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
实践和模式，促进各种发展理念、发展经验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助推低收入成员摆脱“贫困陷阱”、中等收
入成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亚洲各国的发展事业异彩纷呈。

亚投行的成立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展望未来，亚投行将秉持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博采众长、充
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政策、项目管理以及运营机制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成员国政府、相关国际机
构、私营部门、机构投资者等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将自身打造成为面向21世
纪的专业、高效、廉洁、绿色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

中国是域内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平稳持续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孤举者难
起，众行者易趋”。推动筹建亚投行是中国承担发展中大国责任、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
充分展示和践行了自身所倡导和坚持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亲、诚、惠、容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也为
中方将自身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域内国家，打造亚洲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

作为亚投行的东道国，中方将着眼亚洲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继续为亚投行的顺利运营和发展提供大
力支持。作为亚投行的国内窗口部门，财政部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大国财政、统筹内外”
的理念，积极发挥中国作为大股东和创始成员国的引导作用，在遵循多边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以亚投行
为纽带，推动我国“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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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洲的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
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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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副部长 ｜史耀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卷首
	万里征程自今始 扬帆共图发展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