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4

本版编辑 孟 飞 温宝臣
本版美编 夏 一

全球瞩目的亚投行筹建进程

迎来又一重要里程碑——6 月 29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

定》 在北京正式签署。各方广泛

积极的响应与参与，显示设立亚

投行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是

互利多赢之举。

当前，亚洲多数国家基础设

施相对薄弱，建设融资需求巨

大。亚投行作为政府间多边开发

银行，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

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因此，

中国倡导、推动筹建亚投行，恰

逢其时，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

且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

多资金，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

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

增长注入长久动力，也有利于形

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

动，还将为域内和域外资金带来

更多投资机会。同时，亚投行也

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多边开发银行加强合作，共同

提高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

水平，促进亚洲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亚投行的设立，也是中

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

充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

要建设性举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

定》 的签署，标志着亚投行成立

的关键一步。此后，还须经历各国立法机关批准 《协

定》、亚投行正式成立等程序，直至投入运营。

通过各方研究、协商，《亚投行协定》 构建了具有

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治理结构与决策机制，但如何有效执

行协定内容，如何高效管理机构运行并进行投融资，尚

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亚投行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应坚持

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建成专业、高效、廉洁的基

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应该尊重国际惯例、按国际惯例办

事，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机构长期积累的经验，制定

和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提高透明度与包容性。

期待亚投行早日扬帆远航！

设立亚投行是互利多赢之举

振

法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电 北京时间 6
月 29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
定》 在此间正式签署。《协定》 的签署引
发海外各界人士热议，他们纷纷表示，
亚投行的成立将为推动亚洲各个国家和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经济发展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刊文指出，
当前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亚
投行投入运行后，将与其他投资机构形
成互补关系，为亚太地区低收入国家提
供更多投资，解决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的资金需求。与此同时，参与亚投行的
国家涵盖了亚洲、大洋洲、欧洲、拉丁
美洲和非洲等 5 大洲，这是中国国际地

位提升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 （FT） 中文网刊文认

为，大多数当前遇到经济困境的欧洲国
家对亚投行非常支持，因为其拥有巨大
的潜力，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欧亚经
济联系到一起。此外，亚投行未来投资
的项目将有助于改善周边国家的经济水
平，更高的收入水平将促使总体经济需
求的上升，有助于亚洲国家共同体的建
立与发展，同时也将加强中国与邻国间
的经济联系。

法国多家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亚
投行协议的签署情况，并对协议内容进
行了简要概述，着重关注了亚投行内部
各国的出资比例、投票权分配等问题。
有当地媒体分析认为，法国加入亚投行
是“向未来投资”的决定。首先，这一
举措体现了法国与中国在“构建新型世
界经济格局与秩序”问题上的共同观

点；其次，法国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亚
太地区，尤其是对华经贸合作的力度与
水平，亚投行无疑为双边合作提供了更
加广阔与开放的共赢平台。

除此之外，法国业界人士还对欧洲
国家参与亚投行的整体情况予以了一定
关注。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认为，亚投
行内部的投票权分布较为均匀，西方国
家在亚投行同样拥有少数投票权以行使
否决，内部权力均衡的机制有助于亚投
行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俄
罗斯加入亚投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以
域内国家身份，成为继中国、印度之后
的第三大出资国。这具有非常具体和切
实的意义，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和团
结的表现。

俄罗斯交通部部长索科洛夫表示，
亚投行正式运营后将有效推动俄基础设

施建设。俄交通部准备与各联邦主体一
同起草一批更专业、高质量的项目。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亚洲课题组
主任汉斯·君特·希尔佩特认为，当前亚
洲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牵
头成立的亚投行，可加强该地区融资竞
争，提高未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
质量。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和发
展融资部主任彼得·沃尔夫表示，目前全
球共有约 50 家国家性和国际性发展银行
和发展金融机构，但仍无法满足全球基
础设施融资需求。他认为，未来亚投行
与欧洲投资银行可就具体项目共同融
资。此外，亚投行的运行机制充分借鉴
了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且更为精简、高效。

（本报记者 蒋华栋 陈 博 廖伟

径 王志远）

海外各界人士认为——

亚 投 行 将 带 来 发 展 新 机 遇

6 月 29 日上午，亚投行 57 个意向创
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在北京出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签署仪
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 50 个国
家正式签署 《协定》。

“今天举行的 《协定》 签署仪式，是
继去年 10 月签署 《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之后又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亚投行筹
建工作进入 《协定》 批准生效和全面做
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表示。

亚投行正式成立还需各国批准

“亚投行的筹建对中国乃至亚洲发展
中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
是中国第一次推动、主导筹建国际金融
机构，也是世界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
导、有主要投票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
务院参事汤敏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中国倡导、协
调成立亚投行，对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化
协作、协调能力，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 《协定》 为成立亚投行提供了法
律依据，明确了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
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
构、决策机制、总部选址等核心要素，
是 指 导 亚 投 行 未 来 运 营 的 ‘ 根 本 大
法’。”楼继伟表示。

《协定》 签署后，还需经过各国国内
立法机关批准。至少有 10 个签署方批
准，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不少于认缴

股本总额的 50%，《协定》 即告生效，亚
投行正式成立。

“下一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
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
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
投行在年底前如期成立，并及早投入运
作。”楼继伟说。

中国不刻意谋求一票否决权

对于股本问题，《协定》规定，亚投行的
法定股本为 1000 亿美元，分为 100 万股，
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
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 200 亿美元，待
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

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 75:25。经
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
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
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70%。域内
外成员认缴股本在 75:25 范围内以 GDP
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

对于投票权问题，《协定》 规定，亚
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
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
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

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
总投票权的 12%，由全体成员平均分
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 600 票创始
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
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 15%。

按 现 有 各 创 始 成 员 的 认 缴 股 本 计
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 26.06%。
根据亚投行的股份和投票权分配情况，
现阶段中国实际上拥有重大事项一票否
决权。“中国在亚投行成立初期占有的股
份和获得的投票权，是根据各方确定的
规则得出的自然结果，并非中方刻意谋
求一票否决。今后，随着新成员的加
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
权比例均可能被逐步稀释。”财政部副部
长史耀斌说。

中方将推强有力首任行长候选人

对于治理结构问题，《协定》 规定，
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 3
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
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
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董事会负
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
理事会另有规定。董事会共有 12 名董
事，其中域内 9 名，域外 3 名。亚投行
设立行长 1 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 5
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
若干名。

对于中方对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有
何期待的问题，史耀斌表示，“待各方就
遴选程序达成一致并启动行长遴选工作
后，中方将推荐强有力的候选人参与首
任行长遴选。”

对于决策机制问题，《协定》 规定，
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
多数原则进行决策。除 《协定》 另有明
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
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

对于总部选址问题，《协定》 规定，
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可在其他地方
设立机构或办公室。银行的工作语言为英

语。“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的相
关具体安排，将根据未来亚投行业务发展
需要由各方共同商定。”史耀斌说。

与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补

“各方一致认为，作为旨在支持基础
设施发展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成
立将有助于从亚洲域内及域外动员更多
的急需资金，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
资瓶颈，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形成互
补，推进亚洲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楼继
伟说。

此外，作为多边开发银行的“新面
孔”，《协定》 在多方面体现了创新性，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
银行的特征。比如，发展中国家占多数
且拥有较大话语权。“这因应了国际经济
格局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发展中国家
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楼继伟说。又如，将遵循“公开、透
明、择优”原则遴选管理层明确写入

《协定》，是一项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
发银行的创新之举，反映了亚投行一贯
坚持的现代治理理念。

对 于 筹 建 亚 投 行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重
点，史耀斌表示，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
表，各方将共同推动亚投行于今年年底
前正式成立并尽早投入运营。为实现上
述目标，重点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尽早完成 《协
定》 国内批准程序，确保在年底前达成
生效条件后，亚投行如期成立；二是进
一步完善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采购等
业务政策；三是加紧制定人力资源政策
及员工选聘程序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
择优选聘人员；四是各方共同研究提出
基础设施建设备选项目；五是中方作为
东道国，将继续全力做好亚投行总部落
户北京的后续工作。

“目前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进展，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要把亚投行建成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
构，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楼继伟说。

高标准建亚投行迈出重要一步
本报记者 曾金华 崔文苑

6 月 29 日，亚投行的 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亚投行迈出筹建最

关键的一步。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6月29日正式签署的亚投

行协定，详细规定了亚投行的

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

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

机制等核心要素，为亚投行正

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

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此基

础上，亚投行也将作为 21 世

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有力推

动亚洲和全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