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特别报道］ 中国财政｜ 2016.03半月刊｜总第704期

境外媒体和智库热议亚投行成立
陈霞｜贾静航

2015年12月25日，历经800多天

的筹备，由中国倡导、57个国家共同筹

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在北

京举行。对此，境外媒体和智库争相报

道，给予高度关注。诸多外媒和智库认

为，亚投行成立是中国外交一大亮点，

对于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具有重

要意义。

亚投行是中国外交一大亮点

美国《纽约时报》称，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投行到其成立两

年多的时间里，亚投行已经成为中国最

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尽管美国反对其

盟友加入亚投行，但最终澳大利亚、英

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和韩国都加

入了亚投行。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亚

投行的创建是中国标志性外交政策成就

之一。美国曾反对亚投行，并敦促西方

盟国不要加入，但在英国不顾美国的反

对宣布加入后，其他国家很快跟随。美

国《国际财经时报》表示，亚投行的成立

代表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2014年10

月，包括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

家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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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包括美国的几个重要盟友如英

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不顾美国

反对加入了亚投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认为，亚投行的成立表明中国外交舞台

已从双边进一步延伸到多边更广阔的舞

台。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亚投行让中

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吸引了57个

创始成员国，数量远超预期，其中包括

像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

盟友。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刊文称，亚

投行成立是中国经济外交成功的一大体

现，中国正深度介入全球治理。 

亚投行成立有助于区域互联互通和

经济一体化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亚投行的

成立对于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

口的亚洲各国来说“恰逢其时”。据亚洲

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约8万亿美元，但基

建领域的私人投资每年仅为130亿美元，

这意味着存在7万多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而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无法填平这道资

金鸿沟。亚投行的成立，将支持亚洲国家

基础设施发展、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和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美国彭博社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

上表示，亚投行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

础设施投资并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

一体化进程。这一设想所带来的好处可

能足以匹敌2001年中国通过“入世”融

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日本《日本经

济新闻》表示，亚投行将对亚洲地区的交

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援，这

将有助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香港《南

华早报》报道称，亚投行有助于推进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亚洲区域

的互联互通。澳大利亚《商业评论》报道

称，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弥补当前亚洲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高达8万亿美

元的投融资缺口。亚投行将撬动私营部

门的资金，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和私营

部门一起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联合融资。欧洲最大的华文报纸《欧洲

时报》报道称，亚投行可以为众多发展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金融和技

术帮助，特别是中亚、西亚、北非及东欧

地区将受益良多。值得一提的是，亚投

行将不仅利好区域经济，也将对全球经

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给全球经济增长

提供丰硕红利。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称，

亚投行旨在帮助亚洲建造公路、电网和

其他现代化基础设施。俄通社报道指出，

亚投行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亚洲发展中国

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困难，亚投行将提供

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贷款、控股、提供

担保和技术援助等。美国广播电台美国

之音表示，如果亚投行能够以低成本、可

持续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那么中国的

国际形象将大幅提升。除已认缴的资本

外，中国将额外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支

持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

是中国兑现支持欠发达国家发展承诺的

具体行动。

亚投行项目运营引发高度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亚投行

将补充并改进而非颠覆中国身处其中的

世界秩序。运营良好的亚投行将增强中

国的软实力，特别是如果它能够实现融

资透明、环保和决策高效的目标。美国

《华盛顿邮报》认为，亚投行将对现有多

边开发体系形成补充，承诺采用国际借

贷标准，将加强中国对全球发展与金融

的影响力。美国彭博社和菲律宾《商业镜

报》均表示，亚投行的成立表明中国正

在全面扮演全球经济成员的角色，这也

是全球再平衡的证明。韩国MBC电视台

称，亚投行的成立表明世界经济格局正

在发生地壳变动。日本《朝日新闻》称，

亚洲基础设施需求旺盛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美日不能完全无视亚投行的存在。亚

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预计亚

投行的首批项目中将包括与亚行联合融

资的项目；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则表示将

着手与亚投行进行联合融资。香港《大公

报》报道称，亚投行从“萌芽”到“开花结

果”仅用了两年多时间，这与现有多边开

发银行相比实属“大步流星”。据悉，亚投

行将在2016年年中批准首批贷款计划。

其招聘员工不设国别限制，没有“铁饭

碗”，将对所有岗位实行合同制。英国路

透社表示，亚投行将要求项目合法透明、

保护社会和环境利益，但不会要求借款

方通过私有化或放松管制来换取贷款。

未来面临的挑战仍不容忽视

尽管亚投行发展前景广阔，但境外

主流媒体仍高度关注其在项目基本运作

环节的制度设计与执行、银行日常运营

管理等方面，能否践行“精干、廉洁、绿

色”的理念。外媒普遍认为，未来亚投

行依旧面临一定的挑战。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亚投行所

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当其做出贷

款决定时，如何平衡数十个成员的观点

并迅速决策，同时还要符合金融、社会

和环境标准。日本《日本经济新闻》表

示，为进一步吸收新成员，亚投行应尽

早实施增资；能否获得3A评级，将影

响到亚投行筹措资金成本和贷款利率。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称，亚投行较难

获得最高信用评级，这可能会增加资金

成本。美国彭博社表示，亚投行在运营

中能否坚持高标准值得关注。英国《经

济学人》刊文指出，亚投行面临的主要

挑战是如何找准定位，开辟出一块介于

国际发展银行与私人银行之间的业务空

间。亚投行必须证明自己至少有一些不

同的项目选择标准和运营实践，将可能

从以下两个方面确保其战略的独特性：

一是更多地与私营部门的贷款方合作；

二是固守“基础设施”的主旨，而非直接

参与减贫和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财政部亚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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