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特别报道］ 中国财政｜ 2016.03半月刊｜总第704期

亚投行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石建勋｜王盼盼

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更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

共产品供给、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

体现，显示了我国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发

展事业高度负责、勇于担当的态度，同

舟共济、荣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共商共建、促进世界经济金融体系

不断完善的诚意和能力。亚投行正式成

立将多方面惠及世界，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

亚投行成立将助推“一带一路”建

设，有利于实现亚洲和其他地区的

共赢与双赢

我国秉承“共赢”、“双赢”的理念提

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创办亚投行，

是为了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互利共赢，决

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就“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多为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十年将普遍处于

经济发展上升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加速，基础设施需求投资旺盛，因此开

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前景广阔。就亚洲域

外的欧洲国家而言，欧亚大陆是世界上

最大的陆域面积，但欧亚间互联互通较

差，若通过互联互通使欧亚大陆真正形

成一个整体，国家之间的经济、投资和

贸易交往将会十分顺利，交易成本也会

大大降低，这对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是有

益的。正是基于对“共赢”“双赢”理念

的认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

及欧洲诸多国家才会积极响应 “一带一

路”和亚投行倡议。

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并非专门为

“一带一路”创办。亚投行关注的不仅仅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关心所

有发展中成员国，让大家都受益，可以

说，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目标一致、互

为支撑、相互呼应，实现二者顺利对接

是关键。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亚投行

和“一带一路”最大的交汇点。从资金

供给方面看，亚投行可以解决亚洲区域

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

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

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

发展，这也将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投资环境预期；从资金需求方面

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大量

引进外部资金，而这正是亚投行的资金

的用武之地。

亚投行成立将大大促进亚洲发展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促进区

域互联网合作发展

当前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2020年十

年间，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

8万亿美元。亚投行定位于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这将大大

地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

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其加速融入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享区域以至全

球发展的果实，增强自身发展以及同新

兴市场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联动发展

能力，促使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

民众。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互联网日益成为

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基于互联网

的新产业和新业态日新月异，产生了对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以网络

基础设施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

互联互通，已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和新旧动力转换、促进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推动区域和世界经济创新增长

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支撑。而亚投行在支

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投资方

面具有重大优势。一方面，作为21世纪

成立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诞生

于信息化时代，具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

创新思维和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先

天优势。另一方面，亚投行也能同时借

鉴现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的

经验教训，从而发挥后发优势。立足于

这些优势，亚投行将以推动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投资为抓手，通过重

点投资信息及相关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金融服务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

等举措，把实体的、物质的、互联互通

的基础设施项目和虚拟的新一代技术紧

密结合，加强互联网技术合作共享，促

进区域互联网合作发展，以此支持构建

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

系，支持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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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网络空间，并推动区域乃至世界经

济一体化发展，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创新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亚投行成立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

效率，以及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

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资本利用效

率和金融活跃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

国家，金融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强。国际

金融领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会导致亚

洲区内资金外流。比如美联储加息，必

定会将资金抽离亚洲地区。亚投行的成

立不仅吸引了一批发达国家政府参加

亚投行投资，也将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

流，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

家们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这将

进一步活跃亚洲金融市场，提升亚洲国

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亚投行的成立还有助于提高亚洲

资本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贡献水平。

目前，我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并且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雄厚的技术

支撑，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上有完备的

生产能力；而亚洲国家从整体上看，基

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贸易和市场经济

程度还不够高，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面

临着严峻的基础设施差距和棘手的发

展瓶颈，亚洲不少新兴经济体均欲掀起

基建热潮。众所周知，基础设施投资是

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

力巨大，增长带动力强。在当前全球经

济依然低迷、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增

长迅猛的情况下，亚投行的成立将扩大

可用的多边资源，满足这些需求，不仅

是对我国外汇储备和装备制造能力有

效合理的利用，更是对加快亚洲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

有力支持。此外，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

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是拉动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

投资亚洲发展将同时有力地促进世界

发展，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

界经济复苏。因此，成立亚投行对于本

地区来说，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

自我发展的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

动力，不仅将夯实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

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

用效率及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

展的贡献水平。

亚投行的成立不但是对现行国际金

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有助于促进

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进一步改革

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充分

反映世界经济现状，没有让包括我国在

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应权益。亚

洲经济总量与欧洲旗鼓相当，但是在金

融货币领域，亚洲依然依附于欧美，既

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始于二战之后

的经济制度安排，早已满足不了众多新

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融资需

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深刻揭

示了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种

种弊端。

亚投行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是对现

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目前，世

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

球和区域范围内减贫工作，投向亚洲区

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非常有限，远不能

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亚

行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仅为

100亿美元，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缺

口巨大。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

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互补而

非竞争关系，这将有利于解决世行、亚

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资金不足、业务

覆盖范围不能满足区域进一步开发的难

题，有助于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上的巨大缺口，并将会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亚投行同时也将促进现有国际经济

金融治理体系加快改革完善。亚投行是

全球首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筹建的多边

开发性金融机构，其中75%的股权由亚

洲区域内成员（主要是亚洲发展中国家

与新兴经济体）持有，这将有力提升这

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亚投行将会成为促进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结构改善的重要平台。作

为一种区域性多边金融合作机构和平台

的创新机制，亚投行将使IMF、世行等

倍加感受到精简、高效的新事物的压力，

有利于助推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

并倒逼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快

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得国际经

济金融体系更加公平、合理和有效。

世界经济多极化、国际经济金融治

理体系民主化发展是大趋势，亚投行正

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是乘

风破浪、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也应该

清醒认识到，亚投行成立只是“万里长

征”中第一步，未来亚投行的发展任重

道远，仍面临诸多挑战。从根本上来看，

亚投行未来从事的主权贷款所面临的大

环境和世行、亚行等并无二致，在大环

境未变的情况下如何做到更加高效，这

是个难题。亚投行主要贷款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往往投入大、周期长、盈利弱，

且政治风险不小，安全环境多变，亚投

行如何在众多基础设施项目中进行取舍

和平衡各国需求，在保证效率、适应发

展中国家需求的同时不牺牲质量，也是

一个大挑战。另外，亚投行需要努力让

参与者都能满意，协调难度大，这本身

就是一个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

需要智慧，更需要开放包容心态和合作

共赢的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磨合和完善，我国作为倡导国应继续贡

献智慧协调各方利益，各成员国应共同

努力，世界也应对亚投行的探索和不断

完善过程给予必要的宽容和包容。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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