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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投行的诸多悬念中，有一个
已有答案，即根据去年10月签署的筹
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
京。但股权分配、中国是否行使一票否
决权等问题依然是热点。

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
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
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
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
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
基本已成定局。当然，随着成员国数量
增加，每一个国家的股份比例都会下
降，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将为亚投
行提供必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
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亚投

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的这
番话，实质向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将会遵循国际通行准
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
事好商量。

正是中国秉承的这种有钱不任性、
有事好商量、规则大家定、利益共分享
的正确义利观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
信任。

尽管有一些阻力，中国一直表示亚
投行是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并与美国、
日本等国家保持沟通。正是这种务实
而真诚的态度，打消了很多国家觉得加
入亚投行就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
疑虑，才出现过去十多天西方抢搭亚投
行“末班车”场面。

中国股权：
不以老大自居 利益共分享

新华社台北3月31日电（记者李寒芳 曹典）台湾当局财政事务
主管部门31日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考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投行）创始会员须于3月底前完成报名，台湾方面已提出意向书，由陆
委会请国台办转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申请加入亚投行，希望成为创
始会员。

当天上午，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毛治国受访时重申台湾参与
亚投行的意义，表示今天会透过两岸管道，将意愿书送到筹备秘书
处。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朝野党团也达成共识，赞成向亚投行筹备处递
交申请意向书。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加入亚投行有助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加入亚投行对
于外销提升与经济贸易关系有帮助，对想要突破经济瓶颈的台湾，是
很好的选项与出发点。《中国时报》31日社论则指出，加入亚投行对台
湾金融业的发展确有实质助益，更会是台湾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基础建
设融资平台的最佳机会。

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年底正式运营
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31日下

午18时，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46个，其
中30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作为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
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去年10月启动
筹建时，首批签约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国家。
不到半年，绝大多数成员是亚洲国家
的亚投行，突然“火”了起来：

3月12日开始，七国集团中的英、
德、法、意四国先后提交申请，希望以
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随
后，申请的名单越来越长，韩国、澳大
利亚、丹麦、荷兰、巴西、埃及、芬兰、俄
罗斯……

亚投行究竟会有多少个意向创始
成员国，最终会在4月15日见分晓。
但仔细分析目前46个提出申请的国
家，其强大阵容足见亚投行的魅力所
在。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已
占四席：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G20国家中已占13席：中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
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
韩国、巴西、俄罗斯。

按大洲分，亚洲30国，欧洲12国，
大洋洲2国，南美洲1国，非洲1国。

重量级“朋友圈”：
遍布五大洲
G20占13席

亚投行的朋友圈中，既有新兴市
场国家，又有发达国家；既有区域内
国家，也有区域外的国家；既有世界
主要经济体，也有中小经济体。近期
一波又一波国家扎堆加入亚投行，究
竟为什么？

“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东移，亚洲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对基础设施的强大
需求，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很大，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大家都想参与
这个市场。”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说。

据专业测算，到2020年，亚太地区
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市场的资金需求
规模将高达8万亿美元，而现有的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需求。

对于申请国而言，3月31日是一个
分水岭。只有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申请
的国家，才能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
员国。

“较之普通成员，意向创始成员拥
有很多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金灿荣介绍说，创始成员可
能拥有一个永久的执行董事位置，执
行董事就有发言权。创始成员国还会
拥有更多投票权，并有望优先获得融
资支持。

多国扎堆加入还有一个现实考虑，
即尽早参与制定亚投行的“游戏规
则”。财政部消息，3月30日至31日，
对章程制定至关重要的亚投行第三次
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很
多国家赶早加入亚投行，就是为了能以
创始成员国身份与会，参与章程制定等
实质性问题。

多国扎堆加入：
分享亚洲机遇
争抢“话语权”

在不少西方国家宣布申请加入亚
投行后，有些声音质疑，中国是在现有
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在挑战
现有国际金融秩序。

“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
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
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
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
是颠覆。”金立群说。

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
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
地区的互联互通。这一定位也得到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行、亚行
等机构的支持，他们一致认为与亚投行
之间合作的空间很大。目前，世行已与

亚投行在新机构的标准、框架制定等方
面展开合作。

30日，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别代
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也表示，美方期
待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同亚投行
合作。

而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质疑的亚
投行运营标准和保障政策问题，中国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多次表示，亚投
行会借鉴吸收现有多边国际机构的
好做法，但也会摒弃一些官僚主义和
过于繁琐的做法，不走弯路。“亚投行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
发机构，未来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
的诉求。”

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关系：
补充完善 而非颠覆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看，距离年底亚
投行开张运营，至少还需要一次谈判代
表会议，争取年中完成章程谈判并签
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
式成立亚投行。这是财政部给出的亚
投行筹建“时间表”。

从架构上说，目前，中方作为亚投
行发起方和东道国担任谈判代表会议
的常设主席，承办会议的成员国担任当
次会议的联合主席。秘书处从专业角
度为章程谈判提供技术支持，金立群为
秘书长。

“治理结构将是亚投行章程中最重
要的部分，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楼
继伟介绍，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

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建立有
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
和透明。

成立后的亚投行将以何种理念运
营？金立群透露，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
精干、廉洁、绿色。亚投行将是高度精
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坚决杜
绝机构拥堵；将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度；
将促进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实
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

在31日亚投行接受创始成员国申
请的最后几个小时，还有哪些国家会抢
搭“末班车”，全球瞩目。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熊争艳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亚投行年中签署章程
专业人员全球招聘

随着英、德、法、意等发达国家齐刷
刷宣布加入亚投行，随之而来的一个现
实问题是：它们会给亚投行带来什么？

“这些富国加入，有助于提高亚投
行信用评级，降低成本。”姚枝仲说，西
方大国的信用评级较高，不少是AAA
资质，它们的加入会提升亚投行的资信
水平，降低融资成本。

成员多了，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
如何确保透明，是亚投行必须解决的问
题。要避免国家之间因利益分配等产
生矛盾，就需要在贷款资金分配方面力
求透明公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
泽说，发达经济体加入亚投行，可能吸

引到更多优秀人才，他们会带来一些先
进的理念，确保打造一个高标准、有效
率、透明的亚投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所长张宇燕指出，加入亚投行的这些
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
水平，其国际合作理念和文化传统有差
异，且每个国家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
同，这些分歧可能体现在章程制定、管
理运营等多个环节，考验着亚投行和中
国政府。

比如，在制定章程阶段，亚投行区
域总部花落哪里？高管名额怎么分
配？这些问题都会引起成员国的激烈
竞争。

“富国”加入的“双刃剑”：
降低融资成本 考验运营水平

最新消息

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期划上句号

世界为亚投行
投了信心票

3月31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期划上句号。截至
31日下午18时，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
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46个，域内
外参与广泛，国际反响热烈。如今，亚投行建
设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前瞻未来应回
归其作为一家新生的多边开发银行的基本
面，在给予期待的同时，更应保持平常心。

是利益更是责任
亚投行之所以受到多方追捧和舆论热议，其根

本原因首先在于，这一倡议抓住了顺时应势的“利益”
纽带。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富于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地区，而基础设施正是撬动发展的“金钥匙”。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
尔夫告诉新华社记者，英国作为欧洲国家率先宣布
加入亚投行是务实的理性选择。他说，从经济上
看，亚投行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带来共赢的巨大利益
点，英国没有理由拒绝，世界不应再以冷战思维下
的东西方概念来看待这一事物。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奥斯
说，加入亚投行对西班牙企业意味着新的商机。

这类观点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当中，有着
广泛的共识。

而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更意味着愿意对世界
发展承担更大责任。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
的佐利克呼吁中国应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者”。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以开放胸襟务实
合作，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
产品。亚投行以及刚刚宣布了愿景与行动计划的

“一带一路”战略就都是中国责任的体现。
习近平主席在日前结束的博鳌论坛上说，作为

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
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中方
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
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中国将通过承担更
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多赢之举。

里奥斯说，中国表示在金融等领域承担更大和
更明确的责任，这预计会在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亚
投行的出现使亚洲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动力之门。”

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院长肖耿认为，经
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开发领域积累了可
观的经验，完全可以对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提
供积极贡献。

是创新亦是补充

亚投行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新事物，是成长势头
劲健的新生命，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发展中
国家发起创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其本身就是一
个巨大的创新。

除了机构设置本身的制度创新，亚投行在运营
当中也会应用许多创新。

金立群说，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
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将是由所有成员国通力
合作共创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会广泛代表各成
员国的利益，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
做法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亚投行已经创造了历史，对此，世界应无疑
义。同时，不应忘记，亚投行正是现有国际金融秩
序的产物，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习近平强调，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
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文件已经制定。中方倡导筹
建的亚投行迈出实质性步伐，中方还宣布出资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这些倡议具有很强的包容
性和开放性，遵循通行国际规则，按照现代管理模
式运作，同既有机制相互促进。

加拿大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学者何兴强告诉
新华社记者，亚投行的一大优势在于将广泛地由其
成员国所代表，将主要采取协商一致、创造共识的方
式来进行治理和决策，它将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
有益补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
研究室主任刘东民认为，设立亚投行表明，中国这
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希望能更多以建设性的姿态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有信心更须平常心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没有人确保亚投行的未来

不会遇到风雨挑战。众多国家搭乘亚投行的“顺风
车”表明世界为亚投行投了信心票。在其创设的开
端，观察者更应以平常心来对待。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魏欧林
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亚投行的讨论过于意
识形态化，这偏离了亚投行的基本面。他说，亚投
行首先是一家银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银行，最终要
以多边开发银行的规则来运作。

针对某些国际媒体讨论的有关亚投行如何遵
守既有规则和保持高标准的问题，国际金融专家认
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是学习、借鉴并遵
守国际规则的受益者。但在采用国际规则的过程
中，要适应本国的发展进程。同时，国际规则也应
与时俱进，适应国际发展潮流和趋势，一些不适应
客观现实变化的规则应该不断调整和完善。

专家普遍认为，亚投行所遵循的标准将是与现
有标准的汇合，而非冲突。

无庸讳言，作为亚太区最重要的一个利益攸关
方，美国政府目前对亚投行的态度已经出现转变。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日前在访华期间表示，美方欢迎
支持有助于基础设施发展的倡议，欢迎中国在国际
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在相关方面、通过有
关渠道同亚投行合作。亚洲另一个重要经济体日本
也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研究有关亚投行事宜。

记者曾德金 冯俊伟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３１日电）

46国加入，其中30国成为正式意向创始成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