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信誉与 中 国 的亚投行战略

朱杰进 王 晶

［ 内容提要 ］ 亚投行是一家

中 国控制的银行吗 ？ 这是关系 到

亚投行战 略信誉 的 一 项 核 心 质

疑 。 在亚投行筹建过程 中 ， 面对
“

亚投行是 中 国 政府 工具
”

的 质

疑 ， 中 国运用 了
“

束手战略
”

， 在股

权分配 、 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

程序等制度设计 中
“

捆住 了 自 己

的手
”

， 构建 了 亚投 行 的 战 略 信

誉 ， 使得亚投行创始成员 国 的 范

围从发展中 国家扩展到 了主要发

达 国家 。 在亚投行运 营初期 ， 面

对
“

亚投行是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工

具
”

的质疑 ， 中 国采取 了
“

大家庭

战略
”

， 在项 目 联合融 资 、 人力 资

源流动 、 联合成立新机构等方面

主动融人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大家

庭 ，在亚投行 与
“
一带 一路

”

之 间

建立 了一个缓 冲 区 ， 再次构建 了

亚投行的战略信誉 。

［关键词 ］ 亚投行 ； 战 略信

誉 ；束手战略 ；大家庭 战略 ；

“
一

带

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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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略信誉 与 中 国 的 亚投行战 略

一

、 导 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 ）是一家 中 国控制 的银行吗 ？

在中 国作为最大股东的情况下 ，亚投行是服务于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

的工具吗 ？ 从中 国提出亚投行倡议的一开始 ， 国际社会就一直关心这

些问题 ，其核心是 中 国与亚投行 的关系 ， 尤其是亚投行的战略信誉问

题 。 正如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所言 ．

？

“

让亚投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

际机构 ，而且比现有的 国际机构做得更好 ，是中 国最大的成功 。 如果这

个国际机构做好了 ，将来 中 国再提出各种倡议 ，才会有热烈响应 ， 因为

你言必信 ，行必果 。

”①

从结果来看 ，亚投行正在朝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机构方向发展 ，取

得了较高的战略信誉 ，体现在成员 国数量和信用评级两个方面？ 。 在

成员 国方面 ，亚投行成员 国从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仅限于亚洲发展 中 国家的

２２ 国 ，上升到 ２０１ ５ 年 ５ 月 既有亚洲 国家 ， 又有非亚洲国家 ， 既有发展中

国家 ，又有发达国家的 ５７ 国 ， 再到 ２０２０ 年初的 １ ０２ 国 ， 已经成为成员

国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 。
③在信用评级方

面 ，亚投行的信用评级在开业不到半年 ，就获得了穆迪 、标准普尔和惠

誉三大国际评级公司 的 ３Ａ 最高信用评级 。 那么 ， 亚投行究竟是如何

构建了 自 己 的战略信誉 ？

本文认为 ，束手战略和大家庭战略是 中 国先后采用的构建亚投行

①和佳 ： 《专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 让亚投行成为真正 的 国际机构是 中 国最大成

功 》 ， 《 ２ １世 纪 经 济 报 道 ２０ １ ８ 年１月１ ６日 ， ｈ ｔ ｔｐ ： ／ ／ ｎｅｗｓ ． ｉ ｆｅｎｇ ． ｅｏｍ／ａ／２０ １ ８０ １ １６／

５５ １ ５７３ １８
＿

０ ． ｓｈ ｔｍ ｌ 。

②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 意大利与 中国签署 了
“
一带一路

”

合作协议 ， 前提条件是意大利只

会从亚投行进行融资 ，这实际上间接表明 了 ，相比
“
一带一路

”

， 亚投行已经在西方社会拥

有较高的战略信誉 。

③ 朱杰进 ： 《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 营制度选择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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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战略信誉的两大行动策略 。 在中 国筹建亚投行的谈判过程中 ， 面对美

国等西方国家关于
“

亚投行是 中 国政府工具
”

的质疑 ， 中 国采用 了束手

战略 ，在股权分配 、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程序等方面通过法律手段

“

捆住 自 己 的手
”

，从而为亚投行赢得战略信誉 ；而在亚投行正式投人运

营之后 ， 随着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影响越来越大 ， 面对西方提出
“

亚

投行是中 国
‘
一带一路

’

工具
”

的批评 ， 中 国在束手战略之外又采用 了大

家庭战略 ，在项 目联合融资 、人力资源流动 、联合成立新机构等方面主

动将亚投行融人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大家庭 ，再次构建了亚投行的战

略信誉 。

接下来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提出 战略信誉的概念及

其构建策略 ；第二部分探讨亚投行在筹建阶段 中 国通过
“

束手战略
”

构

建战略信誉 ；第三部分探讨亚投行在运营初期 中 国通过
“

大家庭战略
”

再次构建战略信誉 。 最后是一个结论 。

二
、 战略信誉 ： 概念与 构建策略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 中 ， 战略信誉是一个稀缺资源 。 对于一个崛

起中 的大国 ， 战略信誉的高低更是直接决定 了其国际领导力 的大小 。
？

什么是战略信誉 ？ 如何才能构建战略信誉 ？

战略信誉 （ 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ｒｅｄ ｉｂｉ ｌ ｉ ｔｙ ）是指其他 国家对一个 国家所作 出

承诺的相信程度 ， 简称
“

承诺可信度
”

（ ｃｏｍｍ ｉ ｔｍｅｎ ｔｃｒｅｄｉｂ ｉｌ ｉｔｙ ） 。 在无

政府的国际体系 中 ， 国家承诺往往是不可信的 。

一种情况是这种承诺

也许是空话 （ ｃｈｅａｐ
ｔａｌｋ ）甚至是谎言 （ ｃｈｅａｔ ｉｎｇ ） ， 即行为体作 出 了承诺

但从来没有打算去履行承诺 ； 另一种情况是时间 的不一致性 （ ｔ ｉｍｅｉｎ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  ， 即行为体当下 准备履行承诺 
， 但在未来却可能违背 自 己

的承诺 。 正如 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所显示 ，博弈行为体可能会受到短

４６

① 阎学通 ： 《道义现实主义的 国际关系理论 》 ， 《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 战 略信誉与 中 国 的 亚投行战 略

期利益的诱惑而采取背叛战略 ，使得采取合作战略的博弈行为体将因

此得到最差的报偿 ，这样即使所有行为体都能够从合作 中获益 ，行为体

也会 由 于对最差报偿的担心而选择不合作① ， 因此 ， 战略信誉是一个行

为体能否得到其他行为体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

判断一个国家战略信誉的高低主要依据两个一致性 ；

一是前后一

致 ；
二是言行一致 。 前后一致是指承诺本身的逻辑 自 洽程度 ，它决定了

承诺本身的说服力 ，进而影响承诺的可信度 ； 言行一致是指行为体信守

承诺的程度 ， 即遵约程度 。
②而要做到前后一致和言行一致 ，承诺就必

须具备三个条件 ：
（ １ ）可见性 （Ｖｉｓ ｉｂ ｌｅ ） ， 即行为体作出 的承诺必须是大

家能够看得见的 ４ ２ ）可理解性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 ） ， 即行为体作 出 的承诺

从长期来看是符合行为体 自 身利益需求的 ； （ ３ ）不可逆转性 （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 ｉ
？

ｂｉｌ ｉ ｔｙ） ， 即行为体的承诺一旦付诸实践就很难 中止 ， 或者是 中止的成本

极高 。
？

为了消除其他行为体对 自 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担

心 ，增强 自 己承诺的可信度 ， 行为体需要去构建战略信誉 ，

一个可行策

略是行为体主动地去
“

捆住 自 己 的手
”

（ ｔｙｉｎ
ｇ
ｈａｎｄｓ ） ， 简称

“

束手战略
”

。

托马斯 ？ 谢林 （ＴｈｍｏａｓＳｃｈｅ ｌ ｌ ｉｎｇ ）提出 了著名 的
“

谢林猜想
”

， 即博弈 的

一方如果以可信的方式限制 了 自 己 的选择 自 由 ， 这样会增强 自 己 承诺

的可信度 ， 进而会在谈判 中促进 自 己 利 益 的实 现 。
④詹姆斯 ？ 费伦

（ ＪａｍｅｓＦｅａｒｏｎ）进一步指 出 ， 所谓束手战略 ， 是指 当 可能 的挑战 出 现

时 ，采取行动增加 自 己后退的成本 ，使得后退变得极不可能 ，从而增强

了行为体履行承诺的可信度 。
⑤正如 中 国历史上的破釜沉舟案例所显

示 ，通过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切断 自 己 的后路 ，这会使得决一死战的承诺

①田野 ： 《 国际制度对国 内政治的影响机制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② 周建仁 ： 《战略信誉 、 同盟结构与 同盟弱化 》 ， 《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

③ 林民旺 ： 《 国 内观众成本理论与 国际合作 》 ，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

④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 ｌ ｌ ｉｎ
ｇ ， ７７ ｉｅ ＳｍＨｅｇｙ

〇／ 
Ｃｏｎ／ｈ

＿

ｃ ｆ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 ：Ｈａ ｒｖａ 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Ｉ ９６０ ， ｐｐ
．２８
—

２９ ．

⑤Ｊ ａｍｅｓＦｅａ ｒｏｎ ，
＂

Ｓ ｉｇ
ｎａ ｌｉｎｇ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 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ｅｓ ｔ ｓ ：Ｔｙ

ｉｎ
ｇＨａｎｄｓｖｅ ｒ ｓｕｓ

Ｓ ｉｎｋ ｉｎ
ｇ 
Ｃｏｓ ｔ ｓ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 ｉｃ ｔ Ｒｅｓｏ ｌｕ ｔ ｉｏｎ ，Ｖｏ ｌ ．４ １ ，Ｎｏ ． ｌ ，１９ ９７ ，ｐｐ ．６８ ９ ０ ．

４７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变得更加可信 。

另一个可行策略是行为体主动融人承诺可信度较高的社会组织网

络 ，采取
“

大家庭战略
”

（ ｆａｍ ｉ 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组织社会学家探讨了一个新

生的组织如何通过融人社会组织 网络来提高 自 己 的可信度 。 第一 ，

一

个组织融人社会组织网络可 以提髙它 的知名度 ，从而增强其承诺可信

度 ；第二 ，

一个组织融人那些可信度较高 的社会组织 网络 ， 可 以发 出本

组织可信度较高的信号 。
①例如 ，

一家新组建的高科技公司 ， 宣称 自 己

的产品被微软等可信度较高的大公司所采用 ， 这能有效提高该公司产

品的可信度 。

亚投行作为一个全新的 国 际金融机构 ，其可信度需要被进一步认

可 。 相 比较而言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有

着较长历史的现有多边开发银行 ，其运营模式为大家所熟悉 ， 可信度较

高 。 因而 ，亚投行加人 由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等联合组成的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 （ＭＤＢｆａｍ ｉ ｌ
ｙ ） ，采取大家庭的运营

模式 ，可以有效增强 自 身的可信度 。

对于中 国而言 ，通过亚投行来构建 自 身的战略信誉显得格外重要 。

如何化解中 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是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最主要的挑

战？ 。 结构性矛盾是指崛起国与霸权国在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再

分配中 的矛盾 ，是一个 由物质性权力差距缩小而带来的制度性权力矛

盾 。 大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崛起国 物质性权力上升 ， 而霸权国物质性权

力下降的过程 。 霸权国不愿因物质性权力下降而减少制度性权力 ， 而

崛起国则 因物质性权力上升而要求增加制度性权力 ， 其结果就是霸权

国 主张维持现有的 国际制度 ， 而崛起国 主张改革既有 国际制度或者是

①周雪光 ： 《组织社会学十讲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２ ６ １ 页 。

② 阎学通强调 ，发展和崛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发展是纵 向 自 我 比较的概念 ， 今天

的 自 己超过了昨天的 自 己 ，那就是发展 ；而崛起是一个与他人进行横 向 比较的概念 ， 是一

个结构的概念 。 在国际政治 中 ， 大国崛起是指 国家之间物质性权力对 比 的变化 ， 而不是

指一个国家物质性权力上升的过程 。 比如 ，

一 国没有进步 ，但 由 于其他 国家退步 了 ， 这个

国家仍然是在崛起 。 参见 阎学通 ： 《 中 国要培植 国 际战略信誉 》 ，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ｇ
ｕａｎｃｈａ ．

ｃｎ／ Ｉ ｉｆｅ／２０ １ １
＿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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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１４６ 
． ｓｈ ｔｍＩ 〇

４８



■ 战 略信誉 与 中 国 的亚投行 战 略

创建新国际制度 ，双方围绕国际制度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竞争和矛盾 。
①

亚投行正是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诞生 的 。 毕竟 ，

亚投行是 由 中 国倡议成立的 ，而在国际政治中 ， 中 国是在美国主导的 国

际体系 内崛起同时又不是美国盟 国 的
一个崛起大国 ， 其倡议筹建的新

国际制度遭受 的政治疑虑要 比其他 国家更加突 出 。 在大 国 崛起过程

中 ， 中 国要将 自 己 的物质性权力转化成制度性权力时 ，这个制度需要被

大家认为是以规则为基础 的 （ 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 、 多边的 （ｍｕ ｌｔ ｉ ｌａｔｅｒａ ｌ ） 、合法

的 （ ｌｅｇ
ｉ ｔ ｉｍａｔｅ） ，而不是为 了挑战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和颠覆 （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 ） 已有 的

国际规则 。 发达国家担心 中 国会构建出 以 自 己为中心的新国际制度体

系 ，破坏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 自 由主义秩序 。 而这当 中 ，如何消除发

达国家的担心 ，塑造 中 国的战略信誉 ，成为一个关键的难题 。

三
、

“

束手战略
”

与 亚投行筹建

过程 中 的 战略信誉

２０ １３ 年 １ ０ 月 ３ 日 ， 中 国 国 家主席 习 近平在访 问 东南亚 和 出 席

ＡＰＥＣ 领导人峰会时提出 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制度倡议 。

“

当前 ，亚洲 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

求巨大 ，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峻

挑战 ，有必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 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 ，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 为此 ， 中 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愿 向包括东盟 国家在 内 的本地 区发展 中 国家的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

”？

①李巍 、罗仪馥 ： 《从规则到秩序 ： 国际制 度竞争的逻辑 》 ， 《世界经济 与政治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８
—

５７ 页 ， 贺凯 ： 《亚太地 区 的制度 制衡与竞争性多边 主义 《世界经济与

政治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６０
—

８３ 页 。

② 《 习近平在 ＡＰＥＣ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 ， 中 国外交部

网站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ｆｍｐｒ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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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６７５２５ １ ／ ｚｘｘｘ＿６７５２５３ ／ ｔ ｌ ０８５５９６ 

． ｓｈ ｔｎｉ ｌ ．

４９



麵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中 国筹建亚投行的制度倡议提出之后 ，受到东南亚 、南亚和 中亚等

亚洲 区域内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积极响应 ，但同时遭到来 自 发达国家的

一些质疑 ，其中一条重要质疑是亚投行可能只是一家
“

中 国 的银行
”

， 而

非真正的 国际多边机构 。 在 中 国提 出 的亚投行制度方案 中 ， 中 国是最

大的股东 ，银行总部位于 中 国北京 ， 行长 由 中 国人担任 。 发达 国 家认

为 ， 中 国倡议筹建亚投行 的背后 ， 隐藏着本 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 的

“

双重 目标
”

。
①

在地缘经济上 ，发达国家质疑 中 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为 了输 出过

剩产能和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 。
②在地缘政治上 ，发达国家认为亚投行可

能会对与 中 国政治友好的国家 ，进行经济奖赏 ，强化亚洲 国家与 中 国 的

经济联系 ，从而增强它们对中 国经济的依赖性 。
③

实际上 ，发达国家的质疑对亚投行扩员产生 了重要影响 。
２０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籴 自 东南亚 、南亚 、 中亚和西亚的 ２ １ 个国家与 中 国一起签

署 《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 ， 开启筹建亚投行的多边谈判进程 。 但大体上

看 ， 除印度之外 ，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来 自 东南亚 、南亚和 中亚的一些 中

小规模发展中 国家 ，属于借款国 。 而亚洲较发达经济体 ， 如 日 本 、澳大

利亚 、韩国 、俄罗斯均采取了观望态度 。 日 本政府多次拒绝加人亚投行

的邀请 ，表示对亚投行的治理和透明度存在关切 ，担心亚投行会对亚洲

开发银行造成负面影响 。
？美 国则 以担心亚投行会破坏世界银行和亚

①ＳｕｎＹｕｎ ，

“

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 ｌｖ ｉｎｇ 
Ａｓ 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 ’

， ｉｎ

Ｄａ ｎ ｉｅ ｌ Ｂｏｂｅｄ ．

？Ａｓ 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Ｂａｎｋ －Ｃｈ ｉｎａａ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ｌｅｓ ｔａｋｅ
？

ｈｏ ｌｄｅｒ
１

？Ｓａ ｓａｋａｗａ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 ｉｏｎ ＡＩ ＬＢ ｒｅｐｏｒ ｔ ，２０ １５
，ｐｐ

．２７ ４ １
， ｈ ｔ ｔｐ ： ／ ／ ｓｐｆｕｓ ａ ．ｏｒｇ／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２０ １ ５ ／０７ ／ＡＩ ＩＢ－Ｒｅ
ｐ
ｏｒｔ

＿

４ｗｅｂ ．

ｐｄｆ ．

②Ｓ ｔｅｐｈｅｎＲｏａｃｈ ，

“

Ｗａｓｈ ｉｎ
ｇｔｏｎ

’

ｓｂ ｉ
ｇ
Ｃｈ ｉｎａＳｃ ｒｅｗ

－

ｕｐ

”

， Ｆｏｒｅ ｚ

’

ｇｎＰｏ＂ ｃ
；
ｙ ，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 １ ５ ，ｈ ｔ ｔｐ ： ／ ／ ｆｏｒｅ ｉｇ
ｎｐｏ ｌ ｉｃ

ｙ
． ｃｏｍ／２０ １ ５ ／０３ ／２６／ｗａ 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ｓ

－ｂ ｉ
ｇ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ｃｒｅｗ－ｕｐ
－

ａ ｉ ｉｂ
－

ａｓ ｉａ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ｃｈ ｉｎａ－ｃｏｎ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 ｆ ｉ ｌ ｅ ．

③ＳｕｎＹｕｎ ，
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 ｌｖ ｉｎ
ｇ 
Ａｓ ｉ 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 Ｂａｎｋ

ｗ

， ｉｎ

Ｄａｎ ｉｅ ｌ Ｂｏｂｅｄ ．

，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Ｉｎ 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Ｂａｎｋ
：Ｃｈ ｉｎａａｓａ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 ｂｌｅｓ ｔａｋｅ

？

ｈｏｌｄｅｒ

１

！Ｓａ ｓａｋａｗａ Ｐｅａｃｅ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ｎ ＡＩ ＩＢ ｒｅｐｏｒ ｔ ，２０ １ ５ ，ｐｐ ． ２７
—

４ １ ，ｈｔ ｔｐ ： ／／ ｓｐｆｕｓａ ．ｏｒｇ／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 ２０ １ ５／０７ ／ＡＩＩＢ－Ｒｅｐｏｒｔ＿４ｗｅｂ ． ｐｄｆ ．

④ 《美 国 国务卿克里曾阻烧盟国加人亚投行 》 ， 《 中 国 日 报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 ｈ ｔ
－

ｔｐ ： ／ ／ｃａｉ
ｊ
ｉｎ
ｇ

． ｃｈ ｉｎａｄａ ｉｌ
ｙ

． ｃｏｍ ．ｃｎ／２０ １ ４
－

１ ０ ／２９ ／ｃｏｎ ｔｅｎ ｔ
＿

１ ８８ １ ８７４５
＿

３ ．ｈｔｍ ｏ

５０



■ 战 略信誉 与 中 国 的 ￥ 投行 战 略

洲开发银行的
“

国际最佳标准
”

为 由 ， 阻止其亚洲盟友澳大利亚和韩 国

的加入 。
？尽管中 国否认这些指责 ，但客观上当时亚投行的国际可信度

面临着挑战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形势发生了逆转 ， 英 国政府率先提出 申请加人

亚投行 。 财政大臣乔治 ？ 奥斯本在声明 中指 出 ，

“

英国将会为保证亚投

行在问责 、 透明度 、治理等方面采纳 国际最佳标准贡献出关键力量
”？

。

而美国则批评英国 的行为提出 ：

“

我们担心英国持续不断地迁就 中 国 的

行为 ，这不是一种与崛起大 国打交道的好方式
”

。
？英国 的 申请引 发多

米诺骨牌效应 ，德国 、法国 、 意大利随后宣布加入 。 趄柯认为 ，这可 以被

看成欧洲 国家采取的一种
“

新接触主义
”

， 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主要成

员 国通过加入亚投行来确保其遵守
“

国际最佳标准＇④

２０ １５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以来 ，共有 ５７ 个 国家宣布加人成为亚投行的创

始成员 国 ，其中亚洲域内 ３７ 个国家 ，域外 ２０ 个 国家 ，这被广泛认为是

中 国经济外交的胜利 ，美 国未能阻止其欧洲 和亚洲 的盟 国加人 。 亚投

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指出 ， 中 国最初预期是 ２０ 多个国家加

入 ， 主要是来 自 东南亚 、南亚和 中亚的
一些亚洲 国家 ， 因而 ，英 国 、德国 、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的加人大大提升了亚投行的国际可信度 ，标志

着亚投行开始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 国际多边机构 。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指出 ，

“

亚投行邀请欧洲 国家来不是为 了它们 的资金 ， 而是要办成真正

的 国际性机构 。 地区性银行同样是国际性的 ，也是多边的 ，我们主要是

要体现它的多边性 ，

一起来建设 ２ １ 世纪的新机构
”

。
⑤那么 ， 为什么 欧

①《美国 国务卿克里曾阻挠盟国加人亚投行 》 ， 《 中 国 日 报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 ｈ ｔ
－

ｔｐ ： ＂ ｃａ ｉ
ｊ
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ｃｏｍ ．ｃｎ／２０ １４－

１０／２９／ｃｏｎ ｔｅｎ ｔ
＿

１ ８８ １ ８７４５
＿

３ 
． ｈ ｔｍ 。

②Ｇｅｏｒ
ｇｅ 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Ｍ

ＵＫ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 ｌａｎｓ  ｔｏ

 ｊ
ｏ ｉｎ Ａｓ 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

Ｂａｎｋ
”

， ｎｅｗｓ ｒｅ ｌｅａｓｅ ， Ｍａｒ ｃｈ１２ ，２０ １ ５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ｇ
ｏｖ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ｎｅｗｓ／ ｕｋ

－ａｎ －

ｎｏｕｎｃｅｓ
－

ｐ ｌａｎｓ－

ｔｏ－

ｊ
ｏ ｉｎ－ａｓ ｉａｎ－

ｉｎ 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
－

ｂａｎｋ ．

③Ｔｈｅ Ｇｕａ ｒｄｉａｎ ，
Ｍ

ＵＳａｎｇｅ ｒ ａ ｔ Ｂｒ ｉ ｔａｉｎ
 ｊ
ｏ ｉｎ ｉｎｇ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ｌｅｄ Ｉ 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Ｂａｎｋ Ａｌ
－

ＩＢ
Ｍ

，Ｍａｒｃｈ１ ３
，２０ １ ５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ｔｈｅｇ

ｕａｒｄ ｉａｎ ． ｃｏｍ／ｕｓ
－ ｎｅｗｓ／２０ １ ５／ｍａｒ／ １ ３ ／ｗｈ ｉ ｔｅ

－

ｈｏｕｓｅ－

ｐｏ ｉｎ ｔｅｄ ｌ
ｙ

－ａｓｋｓ
－ ｕｋ－

Ｃｏ－ｕｓｅ
－

ｉ ｔｓ
－ ｖｏ ｉｃｅ

＞

ａｓ
－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２ ｅｄ－

ｂａｎｋ ．

④ 赵柯 ： 《欧盟亚太政策转 向
“

新接触主义
”

？ 理解欧盟 国家加人亚投行 的行

为逻辑 》 ， 《欧洲研究 》２０ １５ 年第 ２ 期 。

⑤ 胡舒立 、 王力为 、王玲 ：
《用创新的 国际最佳准则打造亚投行

——专访亚投行行

长金立群 》 ， ｈ ｔ ｔｐ ： ／ ／ｒｎ ．ｗｅｅｋ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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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洲大国愿意加人亚投行呢 ？ 换言之 ， 中 国是如何构建 了亚投行的 国 际

可信度从而吸引 了欧洲大国 的加人 ？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 国在与欧洲大 国谈判 的过程 中采取 了
“

束手战

略
”

，通过股权分配 、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程序等一些法律手段来
“

捆

住 自 己 的手
”

，从而为亚投行贏得国际可信度 。

首先 ，在股权分配问题上 ， 中 国承诺逐渐放弃
“

否决权
”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中 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 中 国 曾提出对亚投行的 出 资 比

例可以达到 ５０％ ，是为 了表示 中 国推动亚投行成立 的决心 ， 中 国 出 资

比例不一定非要达到 ５０％ 。 如果参与的 国家较多 ， 中 国 的 出资 比例可

以相应降低 ，但按照经济权重计算 ， 中 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 。
①而从欧

洲大国 的角度看 ，要确保亚投行是一个真正的
“

国际多边机构
”

，就要避

免中 国拥有否决权 。
？最后 ，经过双方谈判达成的 《亚投行协定 》规定 ，

中 国股权 占 ３ ０ ． ３４％ ， 投票权 占 ２６ ．０６％ 。
？欧盟 国 家投票权之和 为

１ ９ ．０４％ ，英国脱欧之后为 １ ６ ． １３％ ， 仅次于 中 国 。 对此 ， 中 国首席谈判

代表史耀斌表示 ，虽然 中 国暂时拥有否决权 ， 这主要是 由 于 中 国 ＧＤＰ

所 占 比重大 ， 自 然而然形成的结果 ，并非 中方刻意追求 。 随着新成员 的

不断加人 ， 中 国的股权和投票权比例均将被稀释 。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也指 出 ，还有很多国家等待加入亚投行 ，如果这些 国家都加人 了 ， 中 国

在亚投行的
“

否决权
”

会逐渐失去 。 与美国在世界银行中不断调整特定

多数的投票规则 以确保 自 己 的否决权不 同 ， 中 国不会寻求改变特定多

①《楼继伟 出席博整亚洲论坛
“

金融合作促进亚洲互联互通研讨会
”

午餐会并发表

演讲 》 ，
２０ １４年６月３０日 ， ｈｔ ｔｐ ： ／ ／ ｇｊ

ｓ ． ｍｏｆ ．

ｇ
ｏｖ ． ｃｎ／ｐｉｎｄａｏ ｌ ｉｅｂ ｉａｏ／ｇｏｎｇ

ｚｕｏｄｏｎｇｔ ａ ｉ／

２０ １ ４０６／ ｔ２０ １４０６３０
＿

１ １ ０６３２２ ．ｈ ｔｍ ｌ 。

②Ｌ ｉｎ
ｇ

ｌ ｉｎ
ｇ 
Ｗｅｉ ａｎｄ Ｂｏｂ Ｄａｖ ｉ ｓ ，

“

Ｇｈ ｉｎａＦｏｒ
ｇ
ｅｓＶｅ ｔｏＰｏｗｅｒ ａ ｔ ＮｅｗＢａｎｋ ｔｏＷ ｉｎ

Ｋｅ
ｙ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 ｔ ｉｏｎｓ

＊

Ｓｕｐｐｏｒ ｔ ／
＇

Ｗａ ｌ ｌ Ｓ ｔ ｒｅｅ ｔ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Ｍａ ｒｃｈ ２３ ，２０ １ ５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ｗｓ
ｊ

．ｃｏｍ／ａｒ ｔ ｉｃ ｌｅｓ／ｃｈ ｉｎａ
－

ｆｏｒ
ｇ
ｏｅｓ －ｖｅｔｏ－

ｐｏ
ｗｅｒ

－ａ ｔ
－ｎｅｗ－

ｂａｎｋ－

ｔｏ
－ｗｉｎ －ｋｅ

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ｔ ｉｏｎｓ
－

ｓｕｐｐｏｒ ｔ
－

１ ４２７ １３ １ ０５５ ．

③
ｗ

Ａｒ ｔ ｉｃ ｌｅｓ ｏｆ Ａｇ
ｒｅｅｍｅｎ 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 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 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

Ｍ

Ａｐｐｅｎ
？

ｄ ｉｘ１ ．

④ 《史耀斌副部长就 〈 亚投行协定 〉 相 关 问 题答记者 问 》 （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ｍｏｆ ．

ｇｏｖ ． ｃｎ／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 ｉｎｘｉ／ｃａ 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２０ １５０６ ／ ｔ２０ １ ５０６２９ ＿ 
１２６２９３４ ．

ｈ ｔｍ ０

５ ２



■ 战 略信誉 与 中 国 的 亚投行战 略

数的投票规则来保障 自 己 的否决权 。 中 国正是通过这样的
“

自 我约束
”

行为构建了亚投行的可信度 以及成员 国之间 的相互信任 。
①

其次 ，在治理结构问题上 ， 中 国接受了非常驻的董事会对管理层的

常态化监督 。 在谈判 中 ， 中 国提出要取消董事会常驻的制度 ，避免现有

多边开发银行常驻董事会既定政策又批项 目 ，导致出现职责不清 、权责

不明的弊端 ， 因而主张授予亚投行管理层更大 自 主权 ， 以提髙银行的运

营效率 。 这实际上是希望借鉴私营公司治理经验来提高多边开发银行

的运行效率 。
②但欧洲大国认为 ， 如果不存在一个常驻的董事会 ， 管理

层的权力很难得到制衡 ，这就为中 国控制这家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 因

此 ，要体现亚投行是一个
“

多边
”

的 国际金融机构 ，就必须提髙亚投行的

透明度 ，加强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常态化监督 。 最后 ，经双方谈判达成的

《亚投行协定 》第 ２６ 条和 ２７ 条规定③ ：

一方面 ， 董事会
“

非常驻
”

， 负责

制定银行的政策和战略 ，并将银行项 目 的审批权授予管理层 ， 以提高银

行运营效率 ； 另
一方面 ， 董事会要秉持公开 、透明 、独立 、 问责的原则对

银行管理层进行常态化监督 ， 设立独立于管理层 的
“

合规 、效益和反腐

败小组
＂

（ Ｃｏｍｐ ｌ ｉ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 ｔｅｇ
ｒ ｉ ｔｙ

Ｕｎ ｉ ｔ ， ＣＥ Ｉ ）作为监

督机制 ，在审计 、评估 、欺诈与腐败 、项 目 投诉 、员工 申诉等方面对银行

管理层进行 日 常监督 ，并将监督结果直接报告给董事会 ， 以体现银行作

为多边金融机构的特点 。 金立群认为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反映 了亚洲

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高效率与欧洲 国家追求治理和透明度的高标准的

相互妥协 。 反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什么事情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

一

定要有一套程序 ，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 。
？

①Ｆｕ Ｊ ｉｎ
ｇ ，

“

ＡＩ ＩＢ Ｃｈ ｉｅｆ  ｒｕｌｅｓ ｏｕ ｔ Ｃｈ ｉｎａＶｅ ｔｏＰｏｗｅｒ ，

”

Ｃｈ ｉｎａ Ｄａ ｉｌ
ｙ ，２７ Ｊ ａｎｕａ ｒ

ｙ ，

２０ １ ６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ｃｈ ｉｎａｄａ ｉ ｌｙ
． ｃｏｍ ． ｃｎ／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２０ １ ６－０ １ ／２７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２３２６５８４６ ． ｈ ｔｍ ．

② 胡舒立 、王力为 、王玲 ： 《用创新的 国际最佳准则打造亚投行
——

专访亚投行行

长金立群 》 ， ｈ ｔ ｔｐ ： ／ ／ｒｎ ．ｗｅｅｋｌ
ｙ

． ｃａ ｉｘ ｉｎ ． ｅｏｍ／ｍ／２０ １６ －

０ １
－

１ ５ ／ １００８９９７７５
＿

ａ ｌ ｌ ． ｈ ｔｍｌ 。

③
＂

Ｒｅｐ
ｏ ｒ ｔ ｏｎ ｔ ｈｅ Ａｒ ｔ ｉ ｃ ｌｅｓｏｆ Ａｇｒ ｅｅ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ｅ Ａｓ ｉａｎ Ｉｎｆ 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

，Ｅｘｐ ｌａｎａ ｔｏｒｙ
Ｎｏ ｔｅｓ ，Ａｒ ｔ ｉ ｃ ｌｅ ２６ ．

④ Ｊ ｉｎＬ ｉｑ
ｕｎ ，

“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

， ｉｎ Ｎａ ｔａ ｌ ｉｅＬ ｉｃｈ ｔｅｎｓ 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 ｖｅ Ｇｕ ｉｄｅ ｆｏ

Ａｓ 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Ｉｎ 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 Ｂａｎ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 １ ８ ．

５ ３



■ 复且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最后 ，在管理层决策机制的问题上 ， 中 国承诺行长在银行 内部管理

中受执行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约束 。 亚投行成立 了执行委员会 （ ｅｘ
？

ｅｃｕｔ 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 ）
和投资委员会 

（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ｃｏｍｍ ｉｔ ｔｅｅ ） ， 虽然行长担

任执行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主持人 ，但会议本身采取协商一致 的决

策机制 ，这样避免了行长在亚投行 内部管理中 出现独断专行的可能性 。

金立群指 出 ：

“

在亚投行的 内部管理中 ，所有重大决策都是 由执行委员

会和投资委员会作出 的 ， 虽然我可以干预 ， 但不会发生别人都反对 、我

一个人说必须做的情况 ，从来没有这样 的事 。 这种制度安排不是针对

我个人的 ，而是不管谁来 ，都得按这个规矩办 。

”①

总的来看 ，在亚投行筹建过程 中 ，针对西方国家提出亚投行是 中 国

外交政策工具的质疑 ， 中 国从股权分配 、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程序等

法律化的角度进行了有力 的 回应 ，捆住了 自 己 的手 ，对 自 己 的权力进行

了强有力 的约束 ，发送了
“

亚投行是一家真正的 国际多边机构
”

的信号 ，

为亚投行建立了战略信誉 。 也正是 由 于这种战略信誉 ， 欧洲大国 冲破

了美国的阻碍 ，纷纷加人亚投行 ，使亚投行的 国 际影响力迅速超 出 亚

洲 ，扩展到全球范围 ， 既有发展 中 国家又有发达国家的参与 ，有力地提

升了 中 国 的 国际影响力 。

四 、

“

大 家庭战略
”

与 亚投行

运营初期 的 战略信誉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１ ６ 日 ，亚投行投人运营 。 与之相伴随的是 ， 中 国
“
一带

一路
”

倡议的 国际影响力 日 益扩大 ， 西方关于
“

亚投行是
‘
一带一路

’

工

具
”

的质疑声音再次 出 现 。 美 国 卡耐基全球政策研究 中心韩磊 （ Ｐａｕｌ

Ｈａｅｎｌｅ）指出 ，虽然
“
一带一路

”

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① 和佳 ： 《专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 让亚投行成为真正 的 国际机构是 中 国最大成

功 》 ， 《 ２ １世 纪 经 济 报 道 》 ２０ １８年１月１ ６日 ， ｈ ｔ ｔｐ ： ／／ｎｅｗｓ ． ｉｆｅｎｇ ． ｅｏｍ／ ａ／２０ １ ８０ １ １ ６／

５５ １ ５７３ １８
＿

０ ． ｓｈ ｔｍｌ 。

５ ４



■ 战 略信 誉 与 中 国 的 亚投 行 战 略

用 ，但是其在透明度 、债务可持续性管理 、反腐败 、政府采购 、环境和社

会标准等一系列方面存在着缺陷 。
？英 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 （ Ｒｏｙａ ｌ

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ｅ ， ＲＵＳＩ ） 的拉菲洛 ？ 潘 图希 （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Ｐａｎ－

ｔｕｃｃ ｉ ）认为 ，在亚投行第一批项 目 中 ，将近 ７５％ 的项 目 被引 向 了
“
一带

一路
”

的关注点 ， 因此 ，亚投行与
‘ ‘

一

带
一路

”

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 ，亚

投行就是服务于中 国
‘ ‘

一带一路
”

的一个工具 ， 而不是一家 旨在追求 国

际发展 目标的独立国际金融机构 。

？

为 了 回应这种观点 ，金立群指 出 ，亚投行和
“
一带一路

”

都是由 中 国

政府发起的基础设施倡议 ，是一架飞机的两个引 擎 ， 彼此有联系 ，但又

相互独立 。 联系在于宗 旨是一致的 ，都是推动互联互通 。 但亚投行是

一个国际多边机构 ，要按照 国际多边机构的标准来运营 ，严格按照三个

标准来选择项 目 ：

一是财务可持续性 ；
二是环境可持续性 ； 三是得到 当

地民众的支持③ 。 亚投行负 责政策和 战略的副行长冯 ？ 阿姆斯 贝 格

（ Ｊｏａｃｈ ｉｍｖｏｎＡｍｓｂｅｒｇ ）则进一步指出 ，

“
一带一路

”

倡议是一个范围广

泛的投资计划 ， 旨在促进亚洲 、欧洲和非洲之间 的联系 ， 而亚投行是一

个有着 自 己法律框架的多边国际组织 ， 因而两者指的是不同 的事物 ， 当

然两者也有交叉 ， 因为有些参与
“
一带一路

”

的 国家 同时也是亚投行的

成员 国 ，但亚投行之所以提供融资是因为它们是亚投行成员 国 ，而不是

因为其项 目与
“
一带一路

”

倡议有关 。
④

事实上 ，亚投行与 中 国 的
“
一带一路

”

倡议之间确实存在着模糊地

带 ， 既不能说亚投行是服务于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工具 ，也不能说亚

投行与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无关 。 因此 ，在这种条件下 ，依靠束手这种

①《

“
一带一路

”

倡议 ： 来 自 华盛顿 、 莫斯科和北京 的观点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ｈ ｔ
－

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 ｉｅ ｔｓ ｉｎｇｈｕａ

．ｏｒｇ／
２０ １ ９ ／０４ ／２３ ／ ｚｈ

－

ｐ
ｕｂ

－

７８９６２ ？

② 菲洛 ？ 潘 图奇 ： 《 如何理解中 国的 国际抱负 》 ， 《金融时报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７ 日 ， ｈｔ
－

ｔｐ ： ／ ／ｗｗｗ ． ｆ ｔｃｈ 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 ｓ ｔｏｒｙ／００
１ ０７００２０ ？ ｆｕ ｌ ｌ 

＝

ｙ 〇

③ 金立群 ： 《亚投行与
“
一带一路

”

是一架飞机的两个引擎 》 ， ２０ １ ９ 年 ４ 月 ８ 日 ， ｈｔ
？

ｔｐｓ ： ＂ｗｗｗ ．

ｙ ｉ ｃｉａ ｉｙ ｉｌｕ ．

ｇ
ｏｖ ．ｃｎ／ ｇ

ｈ ｓ ｌ／ｇｎｚｊｇｄ／ ８５０３ １  ． ｈ ｔｍ０

④ 《ＡＩ ＩＢ 副行长谈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关联 》 ，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 １ ３ 日 ，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ｖｏ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 ａ／ｖｏａ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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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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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

纸面上国际制度
”

的战略难以 奏效 ，

“

大家庭
”

开始成为 中 国新的亚投

行战略 。 如果说束手是在亚投行 内部通过
“

捆住 中 国 的手
”

来传递
“

亚

投行并非 中 国控制
”

的信号 ，那么
“

大家庭战略
”

则是通过将亚投行主动

融入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来传递
“

亚投行并非特立独行的银行
”

的

信号 。

为化解亚投行可能会成为 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工具的质疑 ， 亚

投行选择了主动融人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的运营战略 ， 主要措施

包括项 目联合融资 、人力资源流动和联合成立新机构 。 为 了更好地分

析这个特点 ， 我们可 以将亚投行与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 （简称金砖银

行 ）作一个 比较分析 。
？

首先 ，项 目联合融资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１ ３ 日 ，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签署

第一份联合融资框架协议 ，承诺联合融资项 目将遵循世界银行的采购 、

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和程序 。 根据协议 ，双方对 １２ 个联合融资项 目 进

行讨论 ，涉及中亚 、南亚和东亚的交通 、水资源和能源等领域 。
？ ５ 月 ２

日 ，亚投行与亚开行签署联合融资的谅解备忘录 ， 强调双方将在可持续

发展 、 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深化合作 ，具体行业包括能源 、交

通 、通信 、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等 。
③５ 月 １ １ 日 ，亚投行与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签署联合融资备忘录 ，探讨双方在 中亚的联合融资项 目 。
？从具体

项 目 运营来看 ，至 ２０ １ ８ 年底 ，亚投行共为 ３ ５ 个项 目 提供资金 ， 其中有

２ １ 个项 目 与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

①与亚投行国际化伙伴关系战略不同 的是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选择了本土化的

伙伴关系战略 ，在银行运营的初期 ， 更为看重与借款国 的 国家开发银行等本土化机构 的

合作关 系 。 参见
“

ＮＤ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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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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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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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２０ １ ６ ， ｈ ｔ 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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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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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ａ ｉ ｉｂ－

ｓｉｇｎ
－

ｆ ｉｒｓ ｔ
－

ｃｏ－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ｎｇ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 ．

③ 《亚行与亚投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 以加强共促可持续增长 》 ，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ａｄｂ ．

ｏｒ
ｇ／

ｚｈ／ ｎｅｗｓ／ａｄｂ
￣ａｉ ｉｂ－

ｓｉ
ｇ
ｎ－ｍｏｕ－

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

ｓｕｓ ｔａｍａｂ ｌｅ－

ｇ
ｒｏｗｔｈ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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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略信 誉 与 中 国 的 亚投行战 略

开发银行联合融资 ， 占 ６０％ 。
？值得强调的是 ， 这种联合融资不仅是资

金的联合 ，也意味着亚投行的项 目 采用的是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

和标准 。

亚投行 ２０ １６ 年年报直接回应了关于其所采用 的政策和标准 ， 表示

“

亚投行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 为此 ，银行的投资标准 ，包括环境

和社会框架等内容与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欧洲投资银行

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框架大体一致 。 该框架为促进可持

续性和管理亚投行在其资助的项 目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方面的业

务和声誉风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 的结构
”

。
②

与亚投行不同的是 ，金砖银行虽然也与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 ，但金砖银行的采购政策 明确规定 ，

在联合融资的情形下 ，金砖银行要适用 自 身的政策或借款 国认可的政

策 ，而未明确提及直接适用其他机构政策的可能性。 这实际上为联合融资

设置了障碍 。 至 ２０ １８ 年底 ，金砖银行共为 ３０ 个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融资 ，

累积达 ８０ 亿美元 ，其中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进行联合融资的仅 占 ２％ 。
③

其次 ，人力资源流动 。 在亚投行的高级管理层中 ，七位副行长当 中

超过一半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 中工作过 ， 实现 了亚投行和现有多边

开发银行管理经验 的有效对接 。 如首席财务官蒂里 ？ 德 朗 吉 马 尔

（ Ｔｈ ｉｅｒｒｙ
ｄｅＬｏｎｇｕｅｍａｒ ） 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融资业

务的副行长 ； 负责政策和战略的副行长冯 ？ 阿姆斯 贝 格 （ Ｊｏａｃｈ ｉｍｖｏｎ

Ａｍｓｂｅｒｇ） 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融资的副行长 ； 负责法律事务的副行长

热拉尔 ？ 桑德斯 （Ｇｅｒ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ｒ ｓ ） 曾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副法律

顾问 ； 首席风险官马丁
？ 基米希 （Ｍａｒｔ ｉｎＫ ｉｍｍ ｉｇ ） 曾在世界银行投资运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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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三辑

营和风险管理部门工作超过 ２０ 年 。

亚投行的普通员工招聘政策 中强调 ：

“

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投资方

面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在不 同部 门具有专 门知识和经验 的各种专家 。

希望员工拥有和区域一体化举措 、城市规划 、能源 （包括可再生能源和

能效 ） 、交通 （包括公路 、铁路 、港 口 和机场 ） 、城市规划 、 电信 、水 、卫生和

废物管理 、环境和社会管理以及其他与基础设施有关的领域的多边开

发领域相关工作经验 。 我们也欢迎有在私营和公共部门 以及 国际金融

机构的丰富经验的员工 。

”①

与亚投行不同 的是 ，金砖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构成中 大多拥有成员

国 国家开发银行或者私营银行的工作经验 。 四位副行长 中有三位长期

在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中任职 。 首席行政官弗拉基米尔 ？ 卡兹别

科夫 （Ｖ ｌａｄｉｍ ｉｒＫａｚｂｅｋｏｖ ）在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工作 １ ５ 年 。 首席财

务官莱斯利 ？ 马斯多普 （ Ｌｅｓ ｌ ｉｅＭａａｓｄｏｒｐ ）在过去 ２５ 年 中在私营部 门

中担任领导职务 ， 曾担任美银美林南非分行的行长 。 首席风险官萨尔

基斯 （ＳａｒｑｕｉｓＳａｒｑｕｉ ｓ ）长期在巴西外交部工作 。

金砖银行普通员工招聘政策明确表示 ：

“

我们欢迎来 自 各类私人银

行和成员 国发展银行的工作人员 。 我们的招聘政策将继续以创新活力

和有丰富多样技能的人为 目标 ，重点是聘用年轻专业人员 ，作为我们发

展和培养人才的努力 的一部分 ，并认为引人资深员工也是为 了培养年

轻的核心团队 。

”？实际上 ，金砖银行在其第一个整年的业务中所招聘

的工作人员也更多的来 自 商业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 、成员 国政府 ， 少部

分工作人员从多边开发银行战略伙伴内部借调 。
③

最后 ，联合成立新机构 。 随着
“
一

带一路
”

倡议在 中 国 国 内政治 中

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视程度 ， 中 国财政部和亚投行 、金砖银行实际上面临

着内外两难的困境 ．

？

一方面 ， 在国 内政治 中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必须为

①
“

２０ １ ７ ＡＩ ＩＢ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ｐｏｒ ｔ 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ｓ＇ｐ ． ４３ ， ｈ 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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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略信誉 与 中 国 的 亚投行 战 略

“
一带一路

”

服务 ；但另一方面 ， 在 国 际政治中 ，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一

个新生的多边国际组织 ，必须坚持其多边属性 ，这对于维持这两个国 际

组织的战略信誉非常重要 。 在这种情况下 ，将亚投行 、金砖银行融人现

有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 ，通过联合成立新机构可 以有效缓解这种 困境 ：

一方面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为
“
一带一路

”

服务 ；另一方面 ，亚投行和金

砖银行必须遵守多边开发银行的国际规则 ，而不是反映中 国政府的政治

意志 ，直接地为
“
一带一路

”

服务 。 通过在
“
一带一路

”

和亚投行 、金砖银

行之间构建一个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ａｒｅａ） ，可以有效增强亚投行的战略信誉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中 国财政部借主办杭州二十 国集 团 （Ｇ２０ ）峰会的机

遇 ，倡议成立了 以世界银行作为秘书处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 ，

号召包括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 内 的 １ １ 个多边开发银行共 同支持全球

基础设施建设 。
２０ １ ７ 年 ５ 月 ， 中 国财政部与亚投行 、世界银行 、亚洲开

发银行 、金砖银行 、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６ 家 国际金融机

构签署了 《关于加强在
“
一带一路

”

倡议下相关领域加强合作 的谅解备

忘录 》 （简称《合作备忘录 》 ） ，开始主动将亚投行和金砖银行融人现有多

边开发银行大家庭 ， 共同 为 中 国 的
“
一带一路

”

倡议服务 。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 中 国财政部与亚投行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

行 、欧洲投资银行 、拉美开发银行 、泛美开发银行 、 国际农发基金 ８ 家 国

际金融机构进一步联合成立 了
“

多边开发融资合作 中心
＂

（Ｍｕｌｔ ｉ ｌａｔｅｒａ 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 。 该 中心作为基础设施开

发融资多边合作的协调机制 ，参照国际标准进行项 目开发 ，通过促进信

息分享 、项 目前期准备和能力建设 ，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共同来支持

中 国的
“
一带一路

”

倡议 。

总体上看 ， 亚投行与
“
一带一路

”

之 间存在着模糊地带 。 无论是在

宗 旨还是在投资范围上 ，两者都有一定的重合 ，但亚投行要维持其战略

信誉 ，就必须在亚投行与
“
一带一路

”

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 ，维持亚投行

的 国际多边属性 。 在这种背景下 ，除了束手战略在外 ，亚投行还采取了

“

大家庭战略
”

， 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进行项 目联合融资 、人力资源流动

和联合成立新机构 ，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 正如亚投行副行长阿姆斯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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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所言 ，亚投行加入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大家庭 ，是向借款国和股东

国发出重要信号 ，消除外界对中 国主导的疑虑 ， 同时能获得作为 国 际金

融机构成长和学习 的机会？ 。

五 、 结论

本文探讨了在亚投行筹建和运营初期 ， 中 国通过束手战略和大家

庭战略分别构建了亚投行的战略信誉 ， 提高 了其作为一个多边 国际组

织的承诺可信度 。 在筹建阶段 ， 中 国运用 《亚投行协定 》和 《亚投行协定

报告 》这样的法律手段来
“

捆住了 自 己 的手
”

， 构建了亚投行的可信度 ，

体现在亚投行的股权分配 、治理结构和管理层决策程序等多方面 。 在

运营初期 ， 中 国推动亚投行主动融入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 ，采取联合融

资 、人员流动和联合成立新机构等方式 ， 共同为
“
一带一路

”

服务 ， 在亚

投行与
“
一带一路

”

之间建立了缓冲区 ，再次构建了亚投行的战略信誉 。

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与战略信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 对

于一个崛起大国而言 ， 限制和约束 自 己 的权力 ，构建战略信誉显得尤为

重要 。 正如金立群所言 ：

“

中 国需要做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有助于她被

国际社会公认为一个负责任 的成员 ， 未来还有可能被公认为一个负责

任的领导者 ，但是如果中 国倡议建立 的亚投行没有按照 国际最佳标准

办事 ，将来谁还会相信中 国 的 国 际领导力 呢 ？ 

”？需要强调的是 ， 亚投行

仍然是一个初生的 国际组织 ， 维护亚投行的战略信誉是 中 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未来还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需要我们不断地

贡献新的智慧和战略 。

①
“

亚投行参与全球治理的作为与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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