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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代表团团长，
各位部长，
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57 个国家的代表相聚北京，

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

成立大会。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亚投行开业，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方积极支持和参

与亚投行筹建，表示诚挚的感谢！

2013 年 10 月，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今天亚

投行正式开业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走过

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2014 年 10 月，首批 22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签署了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2015 年 6 月，50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协定》，另外 7 个国家随后在年底前先后签署。2015 年

12 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到法定生效条件，

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

这些进展和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各成员国精诚合作

和大力支持。各成员国表现了开放包容的合作姿态、共

谋发展的务实行动、规范高效的专业精神。各成员国在

协定谈判、政策制定、高管遴选等方面秉持合作精神，促

成在关键问题上及早达成共识。各成员国加快国内签署

和批准进程，共同推动协定如期生效，充分体现了对成立

亚投行的承诺和支持。各成员国遵循多边程序，协力推

进各项筹建议程，使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保障

和采购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国际性、规范

性、高标准。

亚投行的成立，说明了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我

们相信，面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繁重任务，只要国际社会

坚定信心、增进共识、合作共赢，我们不仅能够想做事，而

且一定能够做成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

设施投资，多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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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

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

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完善具有重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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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各成员国秉持团结合作精神，积极加大投

入，推动亚投行尽早开展业务，尽快做大做强，壮大多边

开发银行整体力量，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投行应该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

银行相互补充，应该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

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

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提高地区基础

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

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是一片广阔的蓝海，新

老机构互补空间巨大，可以通过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

享、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相互促进，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

亚投行应该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和发展中成员

国多样化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帮助成员国开

发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亚投行以发展

中成员国为主体，同时包括大量发达成员国，这一独特优

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

纽带。

亚投行应该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作，并

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

障政策、采购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

法，取长补短，高起点运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

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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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作为亚投行倡议方，在银行成立后，将坚定不移

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

即将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 5000 万美元，用于支

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

2016 年是中国“十三五”时期开局之年。中国将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动创新

驱动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扩大对外开放，

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亚洲和世界各国创造更多机遇、

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

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推

动亚投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我们将继续欢迎包括亚投行在

内的新老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众人拾柴火焰高。亚投行是各成员国的亚投行，是

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的亚投行。亚投行要取得成

功，需要各方团结协作、形成合力。

我期待并坚信，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

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

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在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开 业 仪 式 上 的 致 辞
（2016 年 1 月 16 日上午，钓鱼台国宾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1月 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在北京正式开业，标志着亚投
行运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
一重要历史节点，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就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接受了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作为亚投行筹建中方牵

头 部 门 部 长 ，您 此 时 此 刻 有 何

感想？

楼继伟：经过两年多的紧密筹
备，亚投行 16 日正式开张运营，步
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对此感到十分
高兴和欣慰。回顾亚投行筹建进
程，我觉得，这份成绩的取得来之
不易，是各方齐心协力、精诚合作、
共同努力的结果，得益于党中央和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国际社会的广
泛拥护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首先，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亚
洲基础设施缺口巨大的背景下，中
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亚投行筹建
倡议，因应了亚洲地区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迫切需要，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积极响应。其次，中方与各创始
成员国一道，坚持“开放的区域主
义”，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
亚投行；坚持按照多边化原则推进
筹建进程，民主协商、增进互信，使
各方在较短时间内就《亚投行协
定》达成共识，并推动《协定》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达到生效条件。
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实现了预期
设想和目标。第三，在筹建过程中，
中方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推进筹
建工作。全国人大及时批准《协
定》，完成中方内部立法程序，外交
部牵头《总部协定》磋商，北京市政
府积极落实东道城市承诺，等等，
为《协定》生效及顺利完成筹建作
出了重要贡献。

借此机会，我代表财政部，向

积极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各意向创
始成员、提供大量协助的国际组织
以及国内有关部门等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敬意！

记者：您本人作为理事会主

席，将发挥什么作用？

楼继伟：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惯
例，理事会主席一般由承办理事会
的成员（国家）轮流担任。在刚刚
结束的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
我 本 人 被 选 举 为 首 届 理 事 会 主
席。在此，要感谢其他 56 个创始
成员对中方及我本人的信任。

理事会成立大会还选举了金
立群先生为亚投行首任行长；通过
了理事会议事规则、董事选举规则
等其他决议。理事会成立大会还
将选举各选区董事或代表，组成亚
投行董事会。董事会将在理事会
授 权 下 行 使 日 常 决 策 和 监 管 权
力。这样，亚投行理事会、董事会
和管理层三级管理架构基本到位，
为亚投行顺利开业运营提供了治
理条件和基础。作为本届理事会
主席，我将与其他成员理事一道，
充分发挥理事会的指导和决策作
用，继续为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
高效运营、透明廉洁、稳步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记者：亚投行成立后，亚投行

与中国财政部是何关系？

楼继伟：亚投行设立理事会、
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
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
有对亚投行重大决策的最终审批
权。董事会在理事会的授权下负
责监督、指导亚投行的日常运营。
亚投行成立后，中国财政部作为亚
投行的对华合作窗口部门和中方
股东代表，与亚投行其他成员一
样，将通过理事会、董事会等治理

机制参与亚投行的管理和决策。
按照惯例，亚投行成立后，中国

财长将担任亚投行中国理事，并指
定一名副财长担任副理事。经国务
院批准，我将担任亚投行中国理事，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将担任副理
事。中方理事或副理事将代表中方
出席理事会年会及其他活动，参与
亚投行的治理和重大事项决策。

亚投行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
成，将分别来自 9 个域内成员选区
和3个域外成员选区。中国作为第
一大股东国，拥有单独选区。中国
理事将提名中国董事人选，并经由
理事会投票选举后产生。中国董事
作为中方在亚投行董事会的代表，
将与其他选区董事一道，参与理事
会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
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
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
年度计划和预算等重要管理事项。

记者：亚投行与金砖开发银

行、丝路基金是何关系？

楼继伟：亚投行、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是我国政府
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共同推进的
工作，也都是新兴经济体促进全球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经济治理
改革的重要举措，为增强国际多边
体系整体力量作出了贡献。

三者虽然都有政府出资，但机
构性质不同，也不影响各自独立运
作。同时，三者“错位发展”，各有
侧重。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是多边开发机构，遵循多边程
序和规则。亚投行侧重于亚洲地
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则主要是为金砖国家
及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基
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
源，两者在成员构成、业务方向上

有明显不同。丝路基金主要是中
国有关机构出资成立的中长期开
发投资基金，服务于我国“一带一
路”建设，其融资渠道、运营模式、
管理方式等与多边开发机构也有
较大的不同。

考虑到全球巨大的基础设施
融资需求，三者之间是互补合作关
系，今后将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全
球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
通，为推动全球和区域发展共同
努力。

记者：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国

和东道国，对亚投行的贡献体现在

什么方面？

楼继伟：作为亚投行第一大股
东，中方将向亚投行提供最大的资
金支持，中国的股本金占亚投行总
股本金 30.34%，首笔 11.91亿美元
股本金已缴付到位。亚投行成立
后，中方作为重要股东国，将遵循
多边程序和规则参与银行的管理，
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高效运营，
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
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东道国，中方将按照承诺
为亚投行提供临时和永久性办公
场所，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
协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谅解备忘录》，为亚
投行提供相关便利与服务。

此外，中国目前是亚投行最大
的股东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
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但考虑到本地
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
家较多，中方倡建亚投行的首要目
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国内
项目。因此，在亚投行成立初期，中
方暂不考虑申请亚投行资金支持。

致力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高效运营
——访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本报记者 崔文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6 日在北京正式开业，这一
由中国倡议、57 国共同筹建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再次引
来全球瞩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强调通
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
洁的 21 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为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助力亚洲发展

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普遍存在基建资金缺口的亚洲各
国来说恰逢其时。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约为 8 万亿美
元。亚投行的成立初衷，也正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缅甸财政和税务部副部长吴貌貌登对新华社记者
说，缅甸预计亚投行开业后将有良好前景，“亚投行是一
个可信赖的银行，它将支持地区发展”。蒙古国立大学经
管学院教授拉·奥云也表示，亚投行开业为发展中国家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融资增加了新途径，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

亚投行开业后，预计在 2016年年中左右批准第一批
贷款，初期重点融资领域包括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
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
发展以及物流等行业。

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津上俊哉认为，亚洲国家可从亚
投行获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这比《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TPP）实惠得多。对亚洲国家来说，完善互联
互通能获得更多实际利益。

裨益世界经济

海外专家普遍认为，亚投行利好亚洲经济发展；而一
个持久繁荣的亚洲，必将成为世界经济有力复苏的坚实
动力源。

蒙古国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舒日呼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当前世界经济
增速放缓、投资下滑、国际贸易下降，亚投行值此之际正式开业势必为世界瞩目，也将
给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显示，对基础设施每投入 1 美元，总体经济产出
将增加 3 美元。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专家乌萨尔·沙赫巴兹表示，鉴于今后全
球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需要更多亚投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
和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刚也认为，亚投行对全球经济增长必
定是一个正面推动力量，因为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发挥投融资功能的金融
机构是主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推动力量。

完善全球治理

亚投行成立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许多
海外观察家指出，亚投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与增益，将会
对国际开发模式、地区经济发展、融资标准等多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评价说，作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在现有多边
体制下很可能越来越积极主动，这有助于巩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促进其给世界提
供更多帮助。

亚投行无意取代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但亚投行的诞生无疑将发挥“鲶鱼效
应”，刺激和促进现有多边机构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说，世行
项目执行比较缓慢，经常遭到客户抱怨。对此，亚投行将带来“健康和有启迪意义”的
竞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也表示，亚投行有潜力帮助现有多
边开发机构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营标准。

对于亚投行未来的经营，《金融时报》发表社论说，亚投行股东国政府有机会去树
立新标准和好榜样。亚投行承诺将放贷速度与高标准结合起来，在初始阶段就发出
了令人鼓舞的信息。 文/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6日电）

全球聚焦亚投行开业中国方案获世界点赞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陈颐

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今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之际，向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正式成为首任行长
的金立群先生以及为筹建这一新机构而
努力的多边临时秘书处工作人员表示祝
贺。中尾先生表示：“凭借自身 50 年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积累，以及由发展中成
员体 31 个驻地代表处组成的广泛网络，
亚行将与亚投行紧密合作，共同支持亚
太地区的发展。”

据悉，2015 年，中尾武彦曾与金立
群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 5 月在巴库
举行的亚行年会期间，第二次则是 9 月

在北京的会面。他们一致认为，亚太地
区基础设施的巨大缺口需要填补，而且
基础设施对于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事
业十分关键，同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来
确保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也至关
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亚行一直在协
助亚投行编制各种业务政策，其中包括
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采购等方面的
指南。亚行已经开始在交通、可再生能
源、城市发展和水资源等领域确定潜在
的与亚投行联合融资的项目。为使亚投
行在年中启动贷款业务时，其首批资助
项目中包括由亚行联合融资的项目，亚
行已经在开展准备工作。

亚行行长中尾武彦祝贺亚投行开业

有“千岛之国”美誉的印尼，实
际上有 17000 多个岛屿。随着该
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
岛内岛际互联互通现实需求迫切、
发展前景巨大，基建领域实现跨越
式发展成为印尼举国上下的共同
愿望。

由于历史原因，加之地理分隔，
印尼每个主要岛屿的交通系统都

“自成一派”，“各派”从规划到执行、
从政策框架到实施细则、从技术标
准到交通工具均有较大差别。岛际
交通的正常发展受到压抑，印尼当
前除民航和公路外，铁路、水路等全
国性交通网络尚未形成。

印尼岛际交通的主要方式是
航运，但航空系统存在较大的运力
缺口。普华永道公司近期发布的

《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机场投资

的机会和挑战》报告预计，随着全
球航空业基建需求不断上升和印
尼本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不断扩大，
未来 10 年印尼航空业年均增长将
达到 4.8%。

如何推动交通领域综合协同
发展，降低客流物流费用并促进
经济社会融合，强化交通基建以
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印尼本届
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印尼政府
欢迎外资进入基建领域并为其提
供投资便利，印尼财政部长班邦·
布罗佐内戈罗表示，“我们十分期
待从新成立的亚投行获得基建贷
款”。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弗
兰基·斯巴拉尼亦表示，印尼将继
续致力于实现本国投资便利化目
标，“预计有 60%以上资金将来
自海外”。

新世纪以来越南经济增长长
期位于亚洲前列。但与目前经济
快速发展不相符的是其交通基础
设施领域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越南经济的发展。根据世
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显示，2015 年
越南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和使用效
率仅位居第 67位。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越南办事处代表任钰芳表示，目
前越南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越南
政府想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无
奈政府负债率居高不下，缺乏资
金进行全面完善。在进行大型交
通项目建设时多是利用政府开发
援 助 （ODA） 或 是 向 世 界 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第三方金融
机构进行优惠利率贷款。其次，

越南政府在管理模式上缺乏相关
经验。越南现阶段大型交通项目
大多为政府利用 BOT、PPP 模
式对外进行公开招标，由于起步
较晚，在项目进程中难免会出现
各种问题。

有专家认为，随着外国对越
投资不断增多以及越南本身融入
世界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越南
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将迎来一轮快
速发展期。特别是作为创始成员
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后，越南将迎来更加多元的资
金来源，有效缓解目前交通基础
设施领域资金短缺的现状。来自
中国、欧洲、新加坡等国家和地
区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先进管
理运行经验，也将为越南在项目
进程中提供更多帮助。

印尼：

期 待 获 得 亚 投 行 基 建 贷 款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越南：

交通领域迎来多元资金投入
本报驻河内记者 崔玮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