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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对亚太地区

未来经济影响力的角 度看 ， 亚投

行与世界银行的确存在着
一

定的

竞争关系 ， 然而仔细 观察亚投行

的筹建过程却发现 ， 亚投行与世

界银行并没 有发生 冲突 ， 双方在

人员交流 、制度设计 、 联合融资 等

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合作 。 本文提

出
“

两步走
”

的分析框架 ， 重点探

讨了专业技能和竞争成本两个要

素在促进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筹

建亚投行过程中的作用 。 亚投行

的筹建对专业技能有 着 较高需

求 ， 中 国政府需要世界银行的协

助
；对世界银行而言 ， 为降低亚投

行未来对 自身 的竞争成本 ，
最大

程度地减少亚投行
“

另起炉 灶
”的

可能性 ， 世界银行也愿意 同中 国

政府开展合作 ，共同创建亚投行 。

【关键词 】 亚投行 ， 世界银

行 ，

“

两 步走
”

， 专业 技 能 ， 竞争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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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对手合作
”

： 中 国 与世界银行在 筹建亚投行 中 的合作

引言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
“

亚投行”
）的倡议于 ２０１ ３ 年

１０ 月 由 中 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 目前 已经成为新时期 中 国特色大国经

济外交的突出成就 。

①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开业到 ２０１ ７年 ６ 月 亚投行第二届理

事会年会 ，成立不足
一

年半的亚投行就已经吸收了近 ８０个成员 国 ，其中包

括欧盟 １４ 国 ，共批准 １６ 个基础设施投资项 目 ，投资额达到 ２４ ．９ 亿美元 ，

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 作为第
一

个中 国倡议

设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 亚投行反映 了 中 国在国 际金融秩序中发挥更

大影响力的尝试 。

不容忽视的是 ，新国际组织的成立也不可避免地对原有国际秩序产

生了 冲击 。 从亚投行倡议宣布的
一开始 ，美国和 日本就表示反对。 美国奥

巴 马政府提出对亚投行和世行亚行作用重叠 以及亚投行运营制度 不透

明 ，达不到 国际高标准存在忧虑 。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 萨默斯 （Ｌａｒｒｙ

Ｓ＿ｅｒｓ）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和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加人意味着
“

美 国失

去 了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

。
②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态称

“

亚投行在运营中不知道将由谁来负责审查 ，到处都是问题
”

。
③美 日 作为

在世行亚行等现存重要多边金融机构 中掌握最多话语权的 国家 ，对亚投

行的警惕态度实际上是出于对中国争夺全球经济规则与制度书写权 的疑

虑和担心 。
？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 ，美国把亚投行视作现存国际金融

机构的竞争对手 ，认为亚投行将从制度上跳脱现存国际金融秩序 。 同时 ，

①张军 ： 《中国特色经济外交迈人新时代 》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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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亚投行也将强化中 国在亚太地区 的经济影响力 ， 导致美 国和 世界银行在

这一区域的影响力被挤压 。

然而仔细观察亚投行的筹建过程却可发现 ，世界银行与亚投行不仅

没有发生冲突 ，反而对亚投行的成立给予 了大量支持 ， 双方开展了广泛的

合作 。 在人员交流方面 ，世行高级官员 在采访中表示有 多位世行的退休

员工和现任官员正在为亚投行服务 。
①世界银行退休律师纳塔利 ？ 利希腾

斯坦 （ Ｎａｔａ ｌｉｅＬｉｃｈｔｅｎｓ ｔｅｉｎ ）协助起草了 《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 ，资深官员斯

蒂芬 ？ 林特纳对亚投行《环境与社会框架 》的制订作 出 了重要贡献 。 此外 ，

世行还派出不少代表参加亚投行临时秘书处组织的关于亚投行运营政策

的会议 。 在制度设计方面 ，世行在组织架构 、机构治理 、社会和环境保障政

策 、 采购政策等方面都为亚投行提供了建议 。 初步建成的亚投行虽然在
“

董事会非常驻
”

等制度方面有所创新 ，但在多数运营制度方面与世界银

行保持了
一

致 。 在联合融资方面 ，世界银行与亚投行签订了 多个贷款项

目 的合作协议 ，承诺对项 目进行联合融资 ，在截至 目前的 １６ 个项 目 中 ，有

１２ 个项 目 是联合融资 ， 占 比 ７５％ 。

为什么在世界银行与亚投行存在一定竞争的背景下双方仍然会开展

大量合作？？—方面 ，对于 中 国来说 ， 如果中 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 目 的是

为了提升 自 己在 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影响力 ，那么 中 国应该 自 己 最大程度

主导新机构的成立过程 ，而不应该让世界银行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

一方面 ，对于世界银行来说 ，考虑到亚投行未来会与 自 己存在较大竞争的

可能性 ，世界银行不应该积极地
“

培养 自 己的竞争对手
”

。

本文提 出 ，在亚投行筹建的过程 中 ，专业技能和竞争成本是导致新老

国际组织达成合作的关键要素 。 正是 因为创建亚投行需要很高 的专业技

能 ，而这些必要的专业技能 中 国政府 尚不具备 ，所以 中 国政府需要得到世

界银行的协助 ， 与世界银行合作来创建亚投行 ；而对于世界银行来说 ， 在

①王琳 ： 《访谈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塔丽娜 ？ 格奥尔吉耶娃 》 ，载 《 共同的声音 ：

“
一

带一路
”

高端访谈录 》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 ７ 年版 ，第 １６ ６
－

１６７ 页
。

② 按照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竞争 的双方格外关注相对收益 ， 即双方不 仅关心 自 己

收益 的多少 ，还关心 自 己 与对方 收益 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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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对手 合作
”

： 中 国 与 世界银行在筹 建亚投行中 的 合作

英国宣布加人亚投行预示着亚投行的成立 已成为定局 的形势下 ，世界银

行只有尽可能降低亚投行未来对 自身的竞争成本 ， 最大程度地减少亚投

行
“

另起炉灶
”

的可能性 ，所以世界银行也愿意与 中 国开展合作 ，共同塑造

亚投行 。 这样 ，即使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竞争关系 ，双方

仍然开展了大量的合作 。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分析国 内外关于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关

系 的既有研究 ，并指出存在的不足 ；然后提出
“

两步走
”

的分析框架 ，倡议国

是否选择与原有国 际组织合作来创建新 国际组织 ，关键取决于是否具备

相关专业技能 ，而原有国际组织是否选择与倡议国合作来建立新国际组

织 ，关键取决于是否能降低竞争成本 ；最后 ，将
“

两步走
”

的分析框架运用到

中 国与世界银行合作成立亚投行的案例分析中 。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随着亚投行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 国 内外关于亚投行与世界银

行关系的研究也 日益增多 ，但多数还属于新闻评论性质 ，以政策动态分析

为主 ，缺乏学术学理研究 。 按照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

系 ，可 以将现有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

一方面 ，

一些学者 （ 以 中 国学者为主 ）认为 ，亚洲 经济 的现实发展对

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刚性需求和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不足催生了亚投行

的成立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之间是相互补充 而非竞争 的关系 ，或者说
“

应

该是
”

相互补充而非竞争的关系 。 倪建军提 出
“

世界银行 向 亚投行表示

了很强的合作意愿 ，将在知识共享 、能力建设 、人员交流 、 项 目 融资等方

面开展合作
”

？
；敦志刚认为

“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 ， 是

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
”

。

②罗 伯特 ？ 卡恩 （ＲｏｂｅｒｔＫ ａｈｎ ）认 为
“

到底亚投

行会成为现存 国际金融机构 的有力 竞争者还是有益补充 ， 现在还无法

①倪建军 ： 《亚投行与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竞合关系 》
， 《现代 国际关 系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５
—

７ 页 。

② 敦志刚 ： 《世界银行 的贷款管理机制及其对亚投行的借鉴 》 ， 《 国际金融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８

期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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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预计
”

。
①

另
一方面 ，也有很多学者 （ 以 国外学者为主 ）将亚投行的设立看成是

中 国 出于对世界银行等旧 国际秩序的不满和
“

另起炉灶
”

的尝试 ，认为亚

投行会对世界银行构成威胁和挑战 。 拉吉 ？ 德赛 （ Ｒａ
ｊ
Ｄｅｓａｉ）提出

“

亚投

行之所以成立 ，与美国拒绝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脱不了干系
”

。
？—些澳洲

学者认为
“

亚投行是另起炉灶的表现
”

。

③肯尼思 ？ 拉波扎就认为
“

亚投行

与金砖银行
一起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构成直接挑战

”④
； 王碧捃提出 ，

亚投行的成立是中 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举措 ，

一般来讲 ， 中 国可以采

取两个办法来解决话语权问题 ，

一是呼吁加快现有 国际多边机构的改革 ，

二是试图通过创建替代性机构 ，提供新平台使中 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能更

好地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 自身影响力 ，进而提高话语权 。

⑤陈绍峰认为 ，

亚投行将在规则制定 、霸权制 衡 、经济治理 、 同业竞争等方面对美 国主导

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 。

？陈季冰也认为 ，亚投行
“

代表着以中 国

为首的新兴市场抛开旧秩序另起炉灶的尝试
”

。
⑦

总体上看 ， 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两极化的倾 向 ：

要么否认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之间存在任何竞争关系 ，强调双方的互补性 ；

要么认为亚投行是中 国
“

另起炉灶
”

的行为 ，将对世界银行构成直接的挑

战 。 应该说 ，这些研究都抓住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关系的某
一方面 ，但对

于本文提出 的为什么在世界银行与亚投行存在
一定竞争的背景下双方仍

然会开展大量合作即
“

与对手合作
”

的现象 ，仍然没有给 出有说服力 的理

论和学理解释 。

①Ｒｏｂｅｒ ｔＫａｈｎ ，

“

Ａ ＢａｎｋＴｏｏＦａ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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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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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文杰 、王学玉 ： 《澳大利亚学界亚投行研究述评 》 ， 《 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１

期 ，第 ６３ 页 。

④ 刘颖 、 韦磊 ： 《 国际智库学者视域中 的亚投行 》 ，
《南方金融 》２０ １５ 年第 ６ 期 ，第 ７ 页 。

⑤ 王碧瑨 、 张明 ： 《发达 国家加人亚投行的意义 》 ， 《 中国金融 》２０ １ ５年第 ７ 期 ，第 ４８ 页 。

⑥ 陈绍峰 ：
《亚投行 ： 中美亚太权势更替 的分水岭？ 》

，
《 美 国研究 》２０ １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４
—

３３页 。

⑦ 陈季冰 ： 《 亚投行 ： 抛开 旧秩 序 的新尝试 》
， 《中 国 中小 企业 》２ ０１ ４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６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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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对手合作
”

： 中 国与 世界银行在筹建亚投行 中 的 合作

二 分析框架 的构建 ：

“

两 步走
”

的分析视 角

新 自 由主义制度认为 ， 国家倡议建立 国际组织是希望借由 其实现国

际合作以追求共同利益 ， 同时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
①从操作

层面来看 ， 即 国家遇到一个新问 题 ，这个问题非一国之力可 以解决 ， 需要

在一定范围 内通过合作来解决 。 然而现有国际机制或 国际组织不能满足

这个合作的要求 ，可能是原有国际机制没有涵盖这一部分 ， 也可能是原有

国际组织存在体制僵化等困境 。

解决这
一

困境国家有不同的对策 ，本文设定国 家选择 了建立一个新

的 国际组织这一方式 ，通过它来实现有效合作并解决现实问题。 通过下

文 中的
“

两步走
”

理论模型 （第一步 ，倡议国家是否选择同原有国际组织合

作来建立新国际组织 ；第二步 ，原有国际组织是否选择同倡议国家合作来

建立新国际组织 ） ，我们可以研究倡议国家和原有国际组织在面临上述情

况时的行为选择 ，更好地理解现实国际政治中那些
“

符合
”

或者
“

不符合
”

经

验主义预期的国际行为 。

第
一 步 ： 倡 议 国 是 否选择 同 原 有 国 际 组 织 合 作来建 立新 国 际

组织

在这一步 ，倡议国面临两个选择 。

一是 自 行组建新 国际组织 ， 即 国家

按照 自 己 的偏好设计新国际组织的制度和结构 ，使其完全
“

为我所用
”

。
．二

是同原有国际组织合作 ，通过人员 交流 、 制度借鉴 、项 目 合作等各种方式

使原有国际组织参与到新国际组织 的创建过程中来 。 在创建新国际组织

这一问题上 ，对于国家而言 ，多一方参与 制度设计 ，这个制度完全有利于

倡议国家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 国家对新组织的掌控力度也会变小 。 从这

个意义上看 ，倡议国和原有 国际组织在创建新国际组织过程中存在着
一

定的竞争性 。

但为了确保新国际组织的有效性 ，倡议国需要它拥有尽可能完善的

① 罗伯特 ？ 基欧汉 ： 《霸权之后 ： 世界政治经济 中的合作 与纷争 》 ， 苏长 和 、信强 、何曜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０４

—

１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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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制度设计和组织结构 ，这决定了新国际组织的创立不是国家
一声令下 ， 随

意拉一个班子 ，架一个牌子就可以 完成的 ， 新国际组织建立所需专业技能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 ｌｅｘｐｅｒｔ ｉｓｅ ） 的高低影响着倡议国是否选择与原有国际组织开展

合作 。

？这里的专业技能是指为新国际组织设计合理的组织架构 、完善的

决策 （投票 ）制度和 日常运营机制 ，有效完成组织 目标的能力 。 其中最重要

的即为制度设计能力 （使 国际组织有效运转 ）和制度创新能力 （使新国际

组织在某方面有别于原有国际组织 ，解决后者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 ） 。 由

于倡议国在原有国际组织中通常话语权不足 ，缺乏在原有国际组织中一

线管理的专业技能 。

当倡议国想要创建的新国 际组织所需专业技能低的时候 ， 国家可 以

独立承担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的能力 ，此时基本不存在倡议国 在创建新

国际组织过程中与原有 国际组织的互动 。 据统计发现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至 ９０ 年代的十年期间所创建的新 国际组织中 ，大约有 ３５％ 的 比例是倡议

国在没有邀请原有 国际组织协助 的情况下独 自 创立的 ，这些国际组织大

多具有
一个明显特征 ， 即政治色彩强烈且不需要很复杂的组织架构 ，

一

般

是首脑论坛等国际会议组织 。

②

但当倡议国想要创建的新国际组织所需专业技能较高时 ， 表现在新

国际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需要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合作 ，还需要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 的介入 ， 以确保领导人的政治共识和做出 的决定能够得以

落实 ，这时候原有国际组织开始介入 。 换言之 ，创建新国际组织所需专业

技能很高 ，倡议国并非像原有国际组织 （或者说国 际组织的官僚机构 ）

一

样 ，常年活跃在相关问题治理的第
一

线 ，它并不掌握创建和运营一个高效

国际组织的所有专业知识 。 在这种情况下 ， 为 了避免投入各种资源却建

立起一个运转不灵或者对解决新问题无益的新国际组织 ，倡议国家不得

不考虑第二个选择 ： 同原有国际组织合作 。 原有 国际组织的官僚机构 已

经运营并且正在运营 国际多边机构多年 ，
拥有丰富经验 ，清楚可能面临 的

困难 。 即使原有国际组织可能 由于组织 目标 、部门利益等各种原因无法

？Ｔａ ｎａＪ ｏｈｎ ｓｏｎ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Ｕ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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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对手合作
”

： 中 国 与 世界银行在筹建亚投行 中 的合作

直接解决倡议国所面临 的新问题 ，但他们具有的丰富专业技能对新国际

组织的制度设计十分有效 。 于是 ， 即使倡议国家担心原有 国际组织的参

与会降低 自身对于新国际组织的掌控 ， 出于对专业技能的需求 ，倡议国也

会选择同其合作 ，

一起创建新国际组织。

然而 ，需要强调的是 ，作为理性的 国际行为体 ，原有国际组织也有着

自身的利益偏好 ，当倡议国展现合作的意愿后 ，原有 国际组织也未必会采

取与倡议国合作的行为 。 这样 ，就进人到我们模型的第二步 。

第二步 ： 原 有 国 际 组 织 是 否选择 与 倡 议 国 合作来创 建新 国 际

组织

原有国际组织在考虑是否选择与倡议国合作来建立新国际组织 ，

一

个重要变量是新国际组织对原有国际组织的竞争成本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ｓｔ ）

到底有多大 。 所谓竞争成本指的是在相同或相似领域内创建新的国际组

织 ，这一潜在竞争者的未来发展会对原有 国际组织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
①

具体来看 ，可以将竞争成本细分为资源竞争成本 、制度竞争成本 和影响

力竞争成本 。 资源竞争成本是指新组织和原有组织 目 标任务相同或相

似 、服务群体有重叠 ，资源来源
一致时 ，新组织对原有国 际组织的活动空

间有所挤 占 ，吸引相关国家对该领域的投资等资源 。 制度竞争成本则指

新组织跳出现有国际秩序 ，重新建立
一

套新的规则 和制度 ， 以取代 当前

通用的制度 ，从而逐步取代或淘汰遵循现有制度的 国际组织 。 影响力竞

争成本实际上将前两种竞争成本的后续影响包含在 内 ，指新组织发展壮

大后对原有组织在领域内 地位和影响 力 的消极影响 。 原有 国际组织对

以上三点的担忧 ， 构成了 新 国 际组织创建对原有 国际组织而言 的竞争

成本 。

当原有国际组织本身就有建立类似新组织的倾向或者同意倡议国

的选择时 ，意味着它将新 国际组织视为竞争者的可能性降低 ，此时对于

原有国际组织而言 ，创建新国际组织的竞争成本会显著下降 。

一些国际

组织本身就有改革的意愿 ， 同时认为新国际组织 的发展方 向与 自 身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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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革方向趋 向
一

致 时 ， 新国 际组织 的建立对原有 国 际组织 的竞 争成本

就低 。

但当原有国际组织作为
一

个较为保守的官僚机构反对倡议 国建立的

新国际组织时 ，它看到更多的是新 国际组织未来对 自 己 的不利影响 ，这种

担忧使它的竞争成本会大幅度上升 。 此时 ， 出 于对 自身利益的考量 ，原有

国际组织会选择拒绝同倡议国家合作 ，甚至采取行动 阻碍新国际组织 的

成立 。

然而 ， 即使原有 国际组织握有专业技能这
一

推动新组织建立的筹码 ，

也不意味着原有 国际组织可以压倒性地决定新国际组织组织的命运 。 当

倡议国的政治意志或者现实政治形势使得新国际组织的创建 已成为定势

时 ，原有 国际组织的反对就会无效 ，这时 ，如果原有国 际组织不参与新 国

际组织的创建 ，相当于放任了竞争者的随意发展 。 换言之 ， 当原有国际组

织无法阻挡与 自己偏好不
一致的新国际组织建立时 ，它必须放弃追求最

优选择 ，转而追求次优结果的达成 ， 即通过参与新 国际组织的制 度建设 ，

提高 自身在新国际组织 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
以期影响新国 际组织的发展

方向 ，使二者关系偏向友好而非对立 。 这一系列举措实际上是原有 国际

组织为 了降低竞争成本而做 出 的努力 。 从结果上看 ，就是原有 国际组织

同倡议国家在创建新 国际组织 的问题上存在偏好差异 ，却依 旧进行 了

合作 。
＿

总体上看 ，

“

两步走
”的分析框架解释了倡议国家和原有 国际组织在

创建新国际组织时各 自 的行动逻辑 。

一方面 ，对于倡议国而言 ， 如果选择

和原有国际组织合作 ，后者对于新国际组织的影响不可避免 ，倡议国很难

实现对新国际组织的完全控制 。 然而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决定 了倡议国家

如果不想创立
一个无效的新组织 ，就必须妥协 ， 即选择同原有 国际组织合

作 。 另一方面 ，对于原有国际组织而言 ，新国际组织的创立可能会带来竞

争 ，但当新组织 出现 已经成为必然时 ，它也只能寻求合作来降低竞争成

本 ，最大程度的保障 自身利益 。 于是 ，双方都选择了与
“

对手
”

合作 。 这一

结果 的出现 ，实际上是双方在最优结果无法达成时对次优结果的追求 。

通过合作 ，倡议国在创建新国际组织时得到 了原有 国 际组织的专业技能 ，

原有 国际组织通过参与筹建新 国际组织 ，降低新组织未来与 自 己对立的

可能性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对双方而言都是理性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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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对 手合作 中 国 与世界银行在筹 建亚投行 中 的合作

三 合作筹建亚投行 ：

中 国 与世界银行的理性选择

（
一

） 提升 专 业技 能 ： 中 国 选择 与 世 界 银 行合作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０

月
一

２０ １５ 年 ３ 月 ）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经历了从陷人低谷到缓

ｆ复苏的艰辛历程 。 即使美国通过几轮量化宽松政策逐渐扭转了本国经

济发展的颓势 ，但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至今仍旧深陷泥潭 。
①在这样的背

景下 ，

一批新兴市场 国家开始在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 中发挥更加突 出 的

作用 。 其中 ，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抢眼 。

■ 然而中 国也面临着 自 己 的问题 ：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要保持国 内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 ，要统筹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动发展 ，在更大的

区域内实现互联互通 ，寻找共同的经济增长点 ， 以 区域共同发展的强大动

力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 。 于是 ，在 ２ ０１３ 年中国政府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

一条从中 国本土延伸 ，贯穿东南亚 、南亚 、 中亚 、西亚直到欧洲 的经济大走

廊有望建立 ，覆盖超过一半的世界人 口 ，经济总量巨大 。 中 国政府希望借

由这一倡议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探寻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不仅是造福于
一

国 ，而是通过地区合作新方式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乃至全球共同发展 。 在

宏伟的构 背后 ，是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 亚洲作为 目 前世界最具经济增

长潜力 的＾区和
“
一带一路

”

的主要实施地 ，却因为资金短缺 ，许多国家和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 ，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 ，限制 了进一步发

展 。 为 了更好地实现融资 ，弥补世行 、亚行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的不

足 ， 中 国倡议建立
一

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这并不是简单的
“

拉班子唱戏
”

：不用提亚投行服务的
“
一带一路

”

涉及

经济 、金融 、 文化 、环保 、通信 、社会等众多复杂问题 ，即使这
一多边金融机

构本身的创建 ，就需要极高的专业技能 。 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 。 第

① 比如欧元区国家正遭遇
一连串的政治 经济危机 ：欧债危机 、难民危机 、恐怖主义危

机 、英国脱欧等 ；同时 日 本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其国内呼唤结构性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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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一类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 亚投行想要解决的问题并非简单通过融资

就可 以解决 ，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的会涉及环境保护 、移民拆迁等 问

题 ，需要考虑到所有的潜在矛盾 ，整体规划来解决 ； 第二类是使新国际组

织有效运转的能力 ，在这一环节 ，创新能力 、协调能力 、灵活处理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 亚投行是一种完善现存全球金融治理的努力 ，这意味着它需

要创建有
一定新意的合作模式 。 但超过 ７０ 个成员 国 的庞大机构 ， 如何实

现各国在国际组织的章程条款 、语言及货币使用 、债务违约等方面的统一

立场 ，对 中 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 同时还需考虑到新 国际组织同 原有 国

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关系 ，规避可能激化的矛盾 。

王达指出 亚投行在技术层面还面临如何解决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

矛盾 、如何提高融资效率 、拓展融资方式等问题 。

①陈季冰则从另
一个角度

指 出 ，

“

中国 当下 自 身的金融体系成熟程度 、 金融市场开放度 、金融机构 的

国 际化水平以及金融市场和人民币 的 国际影响力等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

地位 ，这对中国开展水平更高 、规模更大的国际金融合作产生了 限制
”

。
？

对于亚投行的组织运营本身 ，外界也存在着不少质疑的声音 。 澳大利亚

学者列 昂 ？ 伯克曼海 （Ｌｅ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ｍａｎｓ ）提出让 ５７ 个创始成员 国 相互协

调并且保持 良好关系 ，对于缺乏全球治理实践的 中 国来说会非常 困难 。
？

另
一

位澳洲中 国 问题专家瑞戈 ？ 厄尔 （ ＧｒｅｇＥａ ｒ ｉ ）也认为
“

亚投行在人力

资源使用 、薪酬支付 、金融服务 购买 以及信用等级评定等方面仍 困难重

重
”

。
？王碧捃提 出 ， 目前中 国创办亚投行的专业能力受外界质疑的主要有

两点 ：

一是 中 国之前并没有运营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实践经验 ； 二是
“

中

国在非 洲等落后地区的开发经验一直被西方指责缺乏透明度 、市场化运

作和评估机制
”

，而这恰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多边金融机构
一定要遵循的

基本原则 。

⑤在这种情况下 ，要建立
一个运转良好且被世界认可的亚投行 ，

中 国需要原有 国际组织的专业技能协助 。

①王达 ： 《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 》 ， 《东北亚论坛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１ 页 。

② 陈季冰 ： 《亚投行 ：抛开 旧秩序 的新尝试 》 ， 《 中国中小企业 》２
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６６ 页 。

③ＬｅｏｎＢｅｒ ｋｅｌｍａｎｓ
，

Ｍ

ＡＩ ＩＢ
：Ｃｈｉｎ ａａｂｏｕｔ ｔｏｌｅａｒｎａ ｈ ａｒｄ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

ｐ／
＊

Ｔｈｅ

Ｉｎ
ｔ
ｅｒｐｒｅ ｔ

ｅ ｒ
，
Ｍａ

ｙ
５

，２０ １ ５ ．

④Ｇｒｅ
ｇ
Ｅａｒ ｉａｎｄＬｉｓａ Ｍｕｒｒａ

ｙ ，

“

ＡＩ
Ｉ
Ｂ

：ａ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
ｅ ｆｏ ｒＣｈ ｉｎａ ，

’ ’

Ｆｉ ／ｗｎｄｆｌ／

Ｒ ｅ ｖｉｅｗ
 ｙ
Ｍａ ｒｃｈ ２０

，
２０１ ５ ．

⑤ 王碧琚 、 张明 ： 《发达国家加人亚投行的意义 》 ，
《 中国金融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７ 期 ，第 ４７ 页 。

６ ２



■ “

与 对手合作
”

： 中 国与 世界银行在筹 建亚投行 中 的合 作

与此同时 ，经历七十余年风雨的世界银行在多边金融机构运营和项

目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 作为 国际三大金融机构之
一

，世行从项 目

选择到贷款发放再到项 目 监管 ，形成了
一

整套成熟的机制 ， 并且在 １８８ 个

成员 国范围内广泛应用 。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

尔基耶娃 （Ｋｒ ｉｓｔａ ｌ ｉｎａ Ｇｅｏｒｇｉｅｖａ）表示 的那样 ：

“

参与一带
一

路建设的很多

国家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 ，世界银行积累了很多国别知识 ，非常了解这些

国家的现状和 民众的渴望 。

”①

总体上看 ，在亚投行的创建过程 中 ， 尽管 中 国 发挥了重要的引 领作

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 ，创建亚投行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决定 了 中国必须寻求

其他多边金融机构 ，尤其是世界银行的专业技能 。 中国政府深刻地认识

到了这一点 ，金立群行长在多个场合的受访或演讲中表示 ，亚投行需要学

习世界银行的
“

好经验 ，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
”

，不仅是发展理念 ，更包括人

力资源 、技术运营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 。
？

（ 二 ） 降低 竞争成本 ：世界银行选择与 中 国合作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至今 ）

在中国展现与世界银行合作来筹建亚投行的意愿时 ，世界银行是否

会采取合作的行为还主要取决于其 自 身的利益考量 。 在中 国准备筹建亚

投行的初期 ，作为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 ，美国对 中 国的筹建倡议提出 了许

多非难 ，极力反对西方盟友的加人 ， 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 ，世界银行在
一

开始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很低 。
③

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英国选择加入亚投行 ，随后德国 、法 国 、意大利

等西方国家紧随英国脚步 ， 为亚投行成立再押重量级砝码 。 西方大国的

加人不仅进
一步拓展了亚投行成员 国的覆盖范围 ，扩大活动空间 ，更使亚

投行将成为未来影响力 巨大的多边金融机构这
一可能变成了事实 。

？这一

①王琳 ： 《访谈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丽娜 ？ 格奥 尔吉耶娃 》 ，载《共同的声音 ：

“
一带

一

路
”

高端访谈录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１６６
—

１ ６７ 页 。

② 《金立＃＆布 会的演讲》 ，参见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ｍａ ｌａ

ｙ
ｓｉａ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ｎｅｔ／ａ３３５６３ １ １／

ｉｍ ／２０ １５
－

１ ２
－３ １ ／３６２ １０ ．ｈｔｍｌ

。

③ 陈绍峰 ： 《亚投行 ： 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 》 ， 《美国研究 》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４
—

３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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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６
－

２８ 页 ； 徐刚 、 司文 、陈璐 ： 《欧洲加人亚投行的原因 和

影响探析》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９
一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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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转变 ，意味着世界银行不能再对亚投行进行
“

冷处理
”

，需要采取积极行动

来降低亚投行成立对世界银行的竞争成本 ，包括降低制度竞争成本 、资源

竞争成本和影响力竞争成本等三项 。

从制度竞争成本来看 ，对亚投行的制度和规则设定
一

向是西方国家

也是世界银行最为关心 的
一部分 。 为 了不使亚投行成长为一个

“

另起炉

灶
”

的新体制代表 ，世行和世行主要成员 国需要通过采取两种方式来影响

亚投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

一是通过加入亚投行成为成员 国 ，直接参

与亚投行的筹备会议 ，使得亚投行在制 度设计 中体现现有的 国际金融秩

序规则 ；
二是通过与亚投行临时秘书处以及中 国领导人直接沟通 ，要求亚

投行遵守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规则 。

在世行主要成员 国 参与亚投行的声明 中 ，前一种方式很好地得以体

现 。 英国声明
“

将会为保证亚投行在问责 、透明 、治理结构等方面采纳最优

标准贡献出关键力量
”

；德 、法 、意三 国也提到 ：

“

渴望与亚投行创始成员 国

一起来建立该机构 ，使其具有监管 、保障 、债务以及采购等方面政策的最

高标准和最佳实践 。

”

①在一系列西方大国加人亚投行之后 ，奥巴马也表示

西方大国加人亚投行 ，能为亚投行提供提高标准的机会 。
？有学者指 出 ，这

可 以被看作欧洲 国家采取的
一种

“

新接触主义
”③

， 即世行主要成员 国通过

加入亚投行来确保其遵循现行国际金融或者投资规则 。 正如德国维尔茨

堡大学中国 问题专家费多丽 （ＤｏｒｉｓＦ ｉｓｃｈｅｒ ）所言 ，如果美国人不愿意加人

亚投行 ，是因为担心国际发展的标准不能被遵守 他们应该更加乐见在

人权方面其实更为严格的欧洲人加人 ，甚至可 以将这看作欧美之间的
一

次分工 。
④

而在后
一种方式上 ，

２０１ ５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与时任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会 晤时指 出 ，世界银行可以 为亚投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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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 ６
—

２８ 页 。

② 陈月石 ： 《法德意加人亚投行 美国放软话称各 国 自 己决定 》 ，参见Ａ ｔ ｔｐ＾／ｎ ｅｗｓ ．

ｑｑ
．

ｃｏｍ ／ａ／２０ １５０３１ ７／０７９０６９ ． ｈｔｍ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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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６ 页 。

④ 《亚投行成功分裂西方 ？ 》 ，参见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ｄｗ ．ｄ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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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对手合作 中 国 与世界银行在筹建亚投行 中的 合作

行提供
“

强有力的环境 、人力和采购标准
”

。

？这实际上表明 ，世界银行希望

对亚投行的实质性制度有所影响 ，既然亚投行这个
“

竞争者
’’

必定要发展

壮大 ，那么就要通过多渠道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引导亚投行的发展方向 ，

用 自 己 的专业技能 ，将亚投行框定在现有国际秩序 中 ，避免亚投行
“

另起

炉灶
”

。

２０１ 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中国 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问美国 ， 与 时任美国总统

奥 巴马就亚投行问题进行了深人交流 。 作为亚投行的最大股东国与世界

银行的最大股东 国 ， 中美两国达成 了重要共识 ：

“

中方在维护 、进一步加强

并推动 国际金融机构现代化方面有重大利益 ， 美方欢迎中方不断增加对

亚洲及域外地区发展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支持 。 国际金融框架正不断

演进 ，以应对在规模 、 范围和多样性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的挑战 ， 并将包括

将高标准和 良好治理作为其核心原则 的新机构 。
双方认识到新机构以及

未来将成立的机构 ，要成为 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 ，这些机构将像现

有国际金融机构一样 ， 与专业性 、透明度 、 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 以及现

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 ，进行恰当 的设计和运营 ， 同时认识到上述标

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 。

”？

通过这些方式 ，世界银行最大程度地保障 了新创建的亚投行依旧在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内 ， 除
一些技术环节的不同外 ， 和世行保持了规则和制

度的一致 ，这就减少了亚投行对于世行的制度竞争成本 ，从而减少了亚投

行未来从体制上取代世行的可能性 ，尽可能地保障了世行 自身利益 。

从资源竞争成本来看 ，世行通过贷款项 目 联合融资在减少资源竞争

成本上做出 努力 。 由 于亚投行和世行的 大 目 标
一致 ，均为减少世界贫

困 ，促进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 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在两者分立项 目 ， 互不干

涉的情况下 ， 的确可能存在项 目 资金和 资源上的竞争 。 为 了 减少这一竞

争使世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世行选择和亚投行这个财力雄厚的 竞争者

携手 ，共同完成一些项 目 的推进 。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基耶

①王志敏 ： 《世界银行将 与亚投行探讨联合融资——世行行长金墉 ２０ １５ 年访华 主要 目

的 》 ， 《 国际工程与劳务 》２ 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第 ４９ 页 。

② 《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方成果清单 》 ， 参见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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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 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辑

娃所强调指出 的 世行多年来积累的成熟 的项 目 管理经验将和亚投行

的融资能力形成互补
”

，所以世行
“

把一切治理 、采购 、流程等经验和亚投

行共享
”

。

①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世行和亚投行共同签署 了第
一个联合融资框架

协议 ，探索在能源 、水利 、交通等领域共计 １ ２个项 目合作的可能性 。 而根

据合作框架协议 ，世界银行将会准备和监督共同资助 的项 目 的程序和政

策 ，以确保其在采购 、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 ，符合世界银行的
一贯标准 。

？

同年 ６ 月 亚投行公布 的第一批四个贷款项 目就包括与世行联合融资的印

度尼西亚国家贫民窟升级改造项 目 。
？这样一来 ，世行既保证了亚投行这

些项 目 的运行符合国际标准 ， 同时也做到 了和亚投行共享而非抢夺项 目

资金和资源 。

从影响力竞争成本来看 ，在降低上述两项创建成本的基础上 ，世行与

亚投行 的合作实际上也让它在中 国和亚太地区继续巩 固了其国 际影响

力 。 金立群行长就曾对世行对亚投行创立的鼓励和支持表达了感谢 ，称

世行的合作精神令人敬佩 。
？这些都能对世行的影响力起到正面作用 ，有

利于其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形象和地位 。

综上所述 ，在亚投行筹建的过程中 ，尽管中 国政府强调要发挥主导作

用 ，但由于需要世界银行的专业技能协助 ， 中 国采取了与世界银行合作 的

态度 ，大量借鉴了世界银行在采购 、环境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
“

国际标准
”

。

另
一

方面 ，世界银行为降低亚投行未来可能对 自 己 造成的竞争成本 ，也采

取了与 中国政府合作的态度 ，其主要成员 国通过加人亚投行成为成员 国 ，

或通过与亚投行临时秘书处以及中 国领导人直接沟通的方式 ，确保亚投

行遵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规则 。 在这些合作推动下 ， 中 国 和世行都采

取了妥协的姿态 ，追求次优选择 ，达成了各 自 的 目标 。

①王琳 ： 《访谈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丽娜 ？ 格奥 尔吉耶娃 》 ，载 《共同 的声音 ：

“
一

带
一

路
”

高端访谈录 》
，商务 印书馆 ２０１ ７ 年版 ，第 １６６

—

１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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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对手合作
”

： 中 国与 世界银行在筹建亚投行 中 的 合作

结论

本文尝试回答为什么在世界银行与亚投行存在
一

定竞争的背景下双

方仍然会开展大量合作的问题 ，提出 了
“

两步走
”

的研究框架 ，细致分析 了

专业技能因素如何推动中国政府选择与世界银行合作来筹建亚投行 ， 同

时也探讨了竞争成本因素如何导致世界银行选择参与建设亚投行 ，从而

为当前国际组织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
“

与对手合作
”

或者称之为
“

良性竞争
”

的现象提供一种学理解释 。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

“

二战
”

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正

面临着升级换代的重大任务 ，

一

方面 ，原有国际组织需要革新 ， 另一方面 ，

新国际组织不断被创立 ，新老国际组织之间 的关系 正成为 国际组织研究

的新议程 。 作为国际组织研究的领军人物 ， 罗伯特 ？ 基欧汉敏锐地把握

了当前国际组织之间 的竞争性态势 ，提出 了
“

竞争性多边主义
”

的研究议

程① ，与此不同的是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在国际组织竞争的大背景

下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 即
“

合作性竞争
”

的问题 ，需要

强调 的是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 国际组织之间会出现合作性竞争还是冲突

性竞争 ，还需要更多的学术探究 。

①Ｊｆｕｌｉａ Ｍｏｒｓｅ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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