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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筹建亚投行的思考 

    近期，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筹建取得重

大进展，创始成员国最终扩大到 57个，遍及五大洲,囊括美、日外几

乎所有重要国家。其中，从英国 3 月 12 日正式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

成员开始，德法意等 G7 成员，韩、澳等美亚太盟友纷纷选择加入，

尤具转折性意义，影响深远，值得关注。 

一 

亚投行筹建取得的“意外”进展具有多方面意义。 

在如何对待中国发展问题上，西方内部分化加剧，分歧公开化。

美、日两国坚持与亚投行保持距离，显示美仍然对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有信心，不愿意放下身段在亚投行问题上“迁就”中国。但美多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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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主要工业国伙伴则认为，中国实力上升已成事实，现在到了需要

两面下注的时候。 

美对盟友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美一直公开质疑亚投行在“治理

能力、环境和社会保障”上能否达到国际“最高标准”1，以此为由

排斥亚投行，并在亚太阻挠韩、澳等盟友加入，以 TPP绑牢日本；在

G7 平台上力阻西方工业国加入。G7、韩、澳最终选择加入彰显美对

盟友影响力下降，严重冲击美国际信用。 

改善我外部环境。五大洲有代表性国家均选择加入彰显我吸引力、

影响力,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可我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发展战略和发

展前景,中国道路日益受到重视和欢迎。减轻美对我经济围堵压力。

2011 年以来，美国加速推进 TPP、TTIP 等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深

化与发达经济体和传统盟友的经贸合作，有意将我排除在外。美国对

我推动的 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处处设阻。在中美双边投资协

定谈判中漫天要价，力图将我发展限制在其可控范围。TPP 和 TTIP

即使能够如愿谈成，亚投行也有望部分化解其冲击。中国在推进中美

BIT以及多个自贸区谈判中将掌握更多主动权。有利于我在国际金融

治理和改革进展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亚投行将探索新游戏规则，这对

美主导的现行秩序会形成一定制约，有利于我扩大金融话语权，有利

于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以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金融体

系合理化改革。 

 

                                                             
11
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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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和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热情”反应不是偶然。 

全球权势转移和中国力量发展是事件发生的大背景。全球力量重

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西方向东方转

移是基本趋势。中国吸引力增长有坚实基础。中国经济增长“一骑绝

尘”，在 30年时间内从一个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外汇储备，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对外投

资潜力巨大。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国开行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已

是世界银行 3倍。随着发展方式转型，中国国内储蓄将一步转化为对

外投资。 

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落后于形势，渐失人心。美元嚣张特权引起

的矛盾正在酝酿。冷战后美成唯一超级大国，美元公共产品属性突显，

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美元均扮演避险货币角色，即使美身处危机“风暴

眼”，美元和美元资产仍深受全球追捧，成为最佳投资和避险工具。

但是，美元霸权利益建立在攫取它国利益之上，所有其它国家，包括

德、英、法、日等都要被美元特权“剪羊毛”。危机过去，全球力量

格局发生变化，美元地位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需

要争取与地位相称的金融话语权，美国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对于美元这

种基于“市场自然决定”的不公也一直不满，乐见美元平衡者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存在严重失误，改革停滞不前。

在亚洲金融危机、美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等灾难时刻，美往

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自己执行一套国内政策（量化宽松），而要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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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它国家实施另一套政策（紧缩为主），

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IMF和世行政策要符合美国利益，这是其治理

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长期把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

绝释权，引起广泛不满。世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

洲人担任，但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亚开行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

甚至连不触及美国 IMF否决权，仅仅稍微扩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票权

的改革方案，在各方达成一致，包括欧洲做出让步五年后，美国国会

还迟迟不予批准。美国外交为国内党争把持。这种无视他国利益的做

法自然会招致国际社会普遍不满。美前财长萨默斯称，美国会在 IMF

改革计划上的不作为，帮助中国获得了其他国家对其成立自己主导的

地区开发银行的支持。 

亚投行具良好发展前景。亚洲及发展中世界存巨大基础设施投资

缺口。据亚开行测算，2010至 2020年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

入 8 万亿美元，年均 7300 亿美元，而亚开行只能提供不到 200 亿美

元。世行行长金墉称，每年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贷款需求接近 1.5万亿

美元，全球多边发展银行及私人投资商只能提供大约 2050亿美元。2

中国灵活、务实、开放姿态赢得各方理解支持。中国愿意让各国搭增

长顺风车，愿意接受各方成员，不怕稀释自已的份额和票权，不搞一

家独大。这些坦然措施有效化解外界疑虑。对中国警惕甚深的越南经

济专家 Doanh称，“这是一个柔和的方式，非常灵活，非常明智。”3亚

投行资金实力雄厚。中国外汇储备约 3.5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 1.7

                                                             
2
金墉 2015 年 3 月 24 日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的发言。 

3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2015 年 3 月 25 日报道：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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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需要在国外寻找投资渠道。随着参加亚投行的重

要国家越来越多，1000 亿美元的创设资本可能还不够分配。亚投行

有“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业务前景极为广阔。亚投行将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融资平台之一。“一带一路”已经获得 60多个国家

积极回应，亚投行已从中获得第一项业务，即修建从北京到巴格达铁

路。 

三 

亚投行取得的阶段性进展固然可喜，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

“胜利”，未来挑战仍多，需高度重视。国际舆论借此渲染中国的“战

略意图”。舆论称，亚投行是 IMF、WB等现行机构的对立面和挑战者，

必将动摇美国主导的现行规则和秩序。舆论提醒美国尽快改正错误，

以免真正造成影响力下降。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尽管也注意到亚洲基

础设施缺口巨大这一明显事实，肯定创建亚投行的必要性、合理性，

但它更倾向于夸大亚投行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作用，喜欢渲染中国“挑

战、争霸意图”。美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不果只是一个战术性挫折，

不会改变美仍是全球主导性国家这一事实。亚投行尚未正式起步，未

来挑战繁多，需大量吸收国际经验和国际人才，这些经验和人才多是

现行秩序和规则下的产物。英国等国加入亚投行筹建喜忧参半。它可

以带来国际成熟治理经验，中国对此持欢迎态度。但是英国等国加入

显然会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未来亚投行的内部规则之争可能更加复

杂，协调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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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宜坚守自信，沉着应对： 

借亚投行改善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亚投行获得五大洲过 50

个国家参与始创，成绩超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开行，

已成标志性工程。我应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借此践行“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观、发展观，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借力，走出一

条以经贸交流为基轴的国际合作新路，推动外交转型，提升负责任大

国形象。 

以亚投行为抓手，努力创建高效、廉能的新机构，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治理改革。美深知现行金融体系治理缺陷，但利益所系，美欧无

心无力实施根本性改革。通过创建新机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更大

机会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治理改革创新：尝试改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亚开行中实行的“一票否决”、“行长一国把持”等饱受诟

病之处；统筹协调亚投行、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等的原则和行为

准则，打造更加适应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新型金融机构；为保证

机构效率，中国有必要保留主导权。只要坚持按 GDP等指标设定出资

比例，中国将自然占据主动。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合理关切，在治理机

制、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争取实现较高标准。 

继续促进与美金融经济合作。未来美可能不会公开压制亚投行筹

建，但美反对亚投行的基本态度不会改变。美会继续以“国际标准”

施压，针对亚投行的大小动作不会停止。中国应坚持亚投行筹建初衷，

强调服务区域经济和增加全球总需求，突出商业色彩，淡化政治意义，

避免地缘政治引申；要避免重蹈美国式的划线错误，坚持以开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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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姿态建设亚投行；借亚投行东风，充实与美金融对话内容，争取在

更加平等基础上讨论双边金融合作。 

促进两岸四地金融整合。亚投行影响力迅速扩大，其经济效应对

台、港、澳产生强大吸引力。可在“一中”原则下，以适当方式将台、

港、澳纳入亚投行建设轨道，借此促进人民币在大中华经济圈的使用，

探索区域金融整合路径。 

 

 

 

（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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