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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智库关于亚投行的评论与建议 

内容摘要：2015 年 5 月 12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

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前景、挑战与对策”国际视频会，

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查

塔姆研究所、韩国对外开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的专家就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展望。

本期报告为视频会的专家观点综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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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智库关于亚投行的评论与建议 

一、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潜在影响的分析 

专家普遍认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的

必要性。亚洲地区面临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资金缺口，现有多

边发展机构可提供的融资规模有限，也存在着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

亚投行的成立恰逢其时。韩国开发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林源赫（Wonhyuk Lim）认为，亚投行的另一职能是中国地缘政治和

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工具，和“一带一路”战略都有助于增强中国与邻

国之间的联系。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宝拉·苏巴基（Paola 

Subacchi）则认为，应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而不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待亚投行，中国只是号召一些国家来应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 

亚投行的建立有助于加快中国和亚洲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对

消除区域不平衡发展有积极作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执行副总裁平冢

大祐（Hiratsuka Daisuke）认为，亚投行可以持续地把资金引向区域

经济体中的不发达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从而为相关区域带来平等

发展的机会。以缅甸即将设立的皎漂经济特区1为例，除缅甸和中国边

境地区外，中国内陆也有可能从中获益。林源赫也指出，加大基础设

施投资可以帮助创造需求、加快市场整合一体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所长亚当·博森（Adam Posen）认为，亚投行用人民币贷款可加

快中国本地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在短期内会有积极作

用。如亚投行管理得当，会有助于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正外部性，但对世界经济体

系的整体影响有限。平冢大祐认为，互联互通会增加亚洲和欧洲间的

贸易量，欧洲也将从中受益。苏巴基也表示，来自中国的资金对保持

伦敦这一金融中心的活力十分重要，这也是英国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

因。她进一步指出，亚投行作为区域性银行，资本规模小于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在项目选择上应优先亚洲地区，因此对全球经济体

系的整体影响有限。 

                                                        
1 该经济特区连通了皎漂（缅甸于安达曼海的海港）—木姐（缅甸的中国边境城市）—瑞丽（中国的缅甸

边境城市）这一中缅边境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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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两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需要逐步转变对亚投行的态度。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称，美方的反应是一个外交错误。

在亚投行的讨论初期，美国没有给予一定的重视。待各国对亚投行的

意见初步统一并成熟后，美国的反应缺乏足够的协调，从而陷入被动。

他认为，美方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调整立场，但在未来有望加入亚投行。

博森指出，美国阻止其他国家参与亚投行，使英国处境尴尬。他认为，

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并非针对中国，而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

力，必须表现出“对中国立场强硬”，所以，不要把无能和恶意混为

一谈。 

日本对亚投行还处于观望态度。平冢大祐介绍，日本怀疑亚投行

能否很好地发挥国际多边机构的职责，还需观察其在具体运行上的表

现。苏巴基认为，如美方态度有所松动，日方也会转变态度。要改变

现状，亚投行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发展银行，而非中国一手创办

的针对美日的机构，这点应当反映在亚投行治理之中。 

三、亚投行发展展望与建议 

1、亚投行在确立治理结构时需兼顾公平、公开和效率的原则 

多位专家表示，亚投行在确立其治理结构时，需要采用公开透明

的方式，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注重机构运行的效率。林源赫和

苏巴基建议采用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并行的双层治理结构，以达到监

督制衡的作用。而曾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杜大伟则认为，鉴于

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内部多层治理结构导致指令丧失连贯性、行事效率

低下的教训，亚投行可考虑不设常驻董事会，赋予管理层更多决策权。

即使设置董事会，也建议采用更高效的会议形式。 

2、亚投行在选择项目时应以利润为导向，在执行过程中注意风

险控制和绩效评估 

苏巴基认为，以实现利润为目标，将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运行和可

持续性，同时确保正确的治理结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与企业

事务部副主管安德烈• 拉波尔（André Laboul）补充道，亚投行在商

业模式上有别于商业银行，需考虑社会和环境等更广泛的因素。应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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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确立一个相对较低的利润目标，执行成本效益分析。 

拉波尔表示，良好的内部管理能力是亚投行搜集信息、开展工作、

吸引私营投资者进行配套投资的前提。主管团队应有能力对投资情况

进行设计、评估、监管和审查；在具体运营中，必须对负责项目的员

工进行绩效评估，依靠内部或外部专家实施相关战略。 

专家均认为，亚投行需加大风险防范力度，从而更好地配置资产。

针对此，杜大伟建议亚投行参考现有国际开发机构在环境评估、项目

关联的迁置政策、合理采购和财务标准以及独立评估等方面的经验。

注意避免官僚化，提高效率。林源赫教授建议，亚投行在运作初期可

选择购买在建项目的债务，支持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将为基

础设施贷款方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也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债券作为一

种新型资产类别的发展。 

3、亚投行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关系 

苏巴基和博森认为，亚投行需避免对现有的多边银行采取对立态

度，应积极展开合作。博森认为，亚投行关注以发展为目标的投资。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资金支持不同，亚投行的资金能够对现行

的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补充，不会与其他长期借贷的提供者竞争，对

其他体系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苏巴基建议，亚投行可以在亚洲地区加

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多边对话，从而

在区域层面发挥重大作用。杜大伟则表示，亚投行和现有多边发展银

行之间合作与竞争共存。一方面，亚投行若想尽快启动项目，可以考

虑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联合融资；另一方面，从长远看

来，亚投行和这些银行之间也会产生竞争。他认为，在效率和成本上

的良性竞争是有益的。亚投行的成功可加快现有多边发展银行的改

革，并进一步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3、亚投行应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合作，推动其对长期投资项目

的融资 

苏巴基和拉波尔均提到，机构投资者和基础设施投资是理想匹

配。前者管理着超过 90 万亿美元的资产，投资潜力巨大，且多为长

期投资者，也会愿意认购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设计的金融工具。 

根据经合组织的调查，大额养老基金资产达 20 万亿美元，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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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础设施方面的资产配置平均仅 1%。拉波尔认为，这说明机构投

资者对投资基础设施的需求由于一系列障碍未能满足。目前机构投资

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障碍主要与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

缺乏长期政治承诺，缺乏储备项目，市场分散，监管缺乏稳定性且竞

标成本高昂。基础设施投资者能力缺乏，存在监管障碍和倾向短期盈

利等问题。投资还受到条件限制，比如缺乏透明度，利益错配，缺乏

数据等。亚投行可以鼓励机构投资者做长期投资，成为私营投资的催

化剂，为私营投资者设定具有商业价值的投资方案：采用成本效益法、

强调利润、具有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同时监管得当。苏巴基认为亚

洲应为养老基金等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更多的长期投资机会。亚投行可

以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合作投资亚欧边界上

的项目，使得亚洲和欧洲同时受益。 

4、在亚投行的管理和运营中，中国需要注意形象建设 

多数专家表示，中国应该在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中发挥领导作用，

但要避免垄断。需要兼顾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清股东责任，提供公平

发言机会，采取民主的治理方式。苏巴基建议，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

中国需要鼓励美国参加对话。博森指出，中国政府通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亚投行项目中的参与实现一个乘

数效应，但要注意避免造成公众与成员国的误解，认为亚投行是为中

国本国服务的。杜大伟提醒，在舆论上应避免把亚投行、“一带一路”

和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国内改革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根

本出路，亚投行或“一带一路”只能作为一种补充，而不能替代国内

改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陆玓瓅 贾小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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