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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國大陸在推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的對外經貿發展策略方面，獲得相當的進展。一方

面，3月下旬，中共發布推動「一帶一路」的願景與

行動綱領，此一發展策略獲得沿線國家的支持，而大

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訪問巴基斯坦，雙方在交通基

礎設施、能源、產業合作展開了合作規劃，提供460

億美元的援助，具體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

另一方面，中共主導推動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已有50餘國擔任創始成員國，並獲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善意的回應，此

一對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整合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組

織，其未來的發展正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關注，而台

灣能否參與此一區域組織和金融組織，對兩岸經貿關

係的發展亦具有深切的意義。

一、新型開放體制具體推展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經濟出現兩個重大的

變化，一是區域經濟整合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趨

勢，改變了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特別是亞太地區更呈

現蓬勃發展，對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衝擊；二

是隨著社會經濟變遷、產業轉型，服務業在世界貿易

扮演日漸重要角色。面對著國際經貿發展趨勢所帶來

的壓力，近年來中共已積極調整其經濟發展策略，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構

思，其主要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強服務貿易發展，建

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戰略，

以及全方位推進區域經濟合作，主要是要加快沿邊開

放步伐，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

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

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2013年9月18日，中共國務院頒發「上海自由貿

易試驗區總體方案」，9月29日正式掛牌。上海自由

貿易試驗區的設置，是中共因應全球經貿發展趨勢，

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構思。其基本特徵

是國家行為、境內關外、高度自由（貨物進出口自

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將推動其成為世界各國

在全球範圍內集聚生產要素、參與經濟全球分工與競

爭、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平台。依中共目前的規劃，

自貿試驗區是要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和投資管理體制

改革、推動貿易轉型升級、深化金融領域開放、創新

監管服務模式，探索建立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劃體系相

適應的行政管理體系。

2014年中共在推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有相當的

進展。2014年12月12日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

在天津、廣東、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

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

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預訂在2015年3月1日實

施。在對外簽訂自由貿易區協議方面，除積極推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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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區域整合外，最受矚目的是陸韓自由貿易區協議的

進程。至於建立開發性銀行，則於7月中旬簽署成立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並建立緊急儲備安排；10月21日，21個創

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這是短短半年之內成立的第

二個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至於「一帶

一路」則是為提供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以期

能將中國大陸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二、「一帶一路」構思的提出及其內涵

2013年9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演

講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同年10月，

習近平在印尼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2013年11月，「一帶一路」的概念寫入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被提升到中共的國

家發展戰略層級。2014年以來，「一帶一路」正從

概念向具體的建設項目方向推展。2014年11月4日，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要求

針對此一發展戰略進行研究和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絲路基金。11月8日，習近平

宣布，中共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是由渝、陝、甘出發，

經新疆、穿過哈薩克、俄羅斯和東歐至德國港口城市

杜伊斯堡；「一路」則是沿東海和南海、穿過馬六甲

海峽、經斯里蘭卡、從紅海進入地中海，最終在杜伊

斯堡完成。

根據中共的初步規劃，此一發展戰略的重點方

向，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

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依托

重點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

道。很顯然的，中共有關「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有

其經濟空間格局的規劃，期能打造綜合樞紐城市為契

機，以公路、鐵路、港口、航運等為重點，使亞洲基

礎設施朝向更加聯通、更加便利方向發展，促進亞洲

2014年10月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

召開籌建亞投行

備忘錄簽字儀

式，大陸財政部

長樓繼偉（左

一）於會中發表

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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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通」。與此同時，可以加快大陸高鐵與裝備製

造業「走出去」，在海外設立零部件和研發基地，也

可透過價值鏈帶動周邊國家的發展。至於建設資金，

則有賴於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

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然而，此一發

展戰略不僅可能納入大陸各省市，並且受到沿線國家

的態度和政經形勢的影響，其發展將面臨諸多挑戰。

三、亞投行與世界經貿秩序

中共推出亞投行的動機和目的引發舉世的關注，

儘管大陸一再強調，亞投行並非要與現行的國際貨幣

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競爭，但是現行國際貨幣和金融體

系的缺失，應是亞投行成立的重要背景。

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是當今國際金融體系兩個最主要的國際組

織，並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構成了國際金融和

經貿體制。自創建以來，這兩個組織的主導權就掌握

在美國手中，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都是按照出

資的多少來決定投票權，美國已繳資本最多，其投票

權所占比例也就最高，美國因而成為國際貨幣金融體

系中唯一擁有最終否決權的國家。然而，國際金融危

機使美國金融業受到重大打擊，使國際領域以美元為

中心的「遊戲規則」面臨嚴峻的挑戰。

伴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愈來

愈深，國際社會要求對IMF的改革聲浪也越來越大。

200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要求已

開發國家應承擔穩定金融市場和恢復經濟增長的主

要責任，IMF應積極推進自身改革。在世界主要國家

共同努力下，IMF改革方案逐步推出，主要內容為：

1.全面改革貸款項目，擴大貸款項目的靈活性，減少

不必要的附加條件；2.將投票權重新分攤，發展中國

家的投票權比重將由40.5％提高至42.1％，中國大

陸、印度、韓國、墨西哥和巴西等將在改革中得益，

其表決影響力將得到提升；3.IMF執董會將IMF治理機

構改革方案進行初步討論，主要涵蓋五個問題：改革

國際貨幣和金融委員會、執董會架構、投票規則、管

理層與工作人員選任及IMF職責，但目前階段分歧仍

大。

儘管發展中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顯現了其參與

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決策的權力和話語權，但是如果

就此便認為這是代表國際經濟權力的轉移和體制的根

本性變革，似乎還為時尚早，主要理由為：

第一，在當前高度互相依存的世界體系中，國家

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已形成榮辱共存的局面，不

論已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均同受金融風暴的衝擊，

難以倖免，任何激烈的變革短期間將增添難以預期的

變數，平添不必要的風險。此外，近來有關要求創立

一個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大變革，亦並非要求國

際經濟權力在所謂自由國家和威權國家之間發生重大

轉移，也不會導致國際經濟實力在西方和亞洲之間有

顯著的消長。目前要求體系變革的亦僅著重於要求重

新審視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而是著手於對國際金融體

系進行監管；增強體系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以及對開

發中國家經濟的重視。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

勢下，各地區逐步加強區域經貿和金融整合，對區域

內各個國家亦將產生相當的影響。歷次金融危機均有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成立宗旨

發起時間

總部

創始會員國

資本額

提供亞太地區國家基礎建設資金

2014年10月

中國北京

57國（亞洲34國、歐洲18國、非洲2國、

大洋洲2國、美洲1國）

1,000億美元

實繳資本：

認繳資本的20%

資本額結構

法定資本：

1,000億美元

初始認股資本：

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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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貨幣基金的倡議，以維持區域金融穩定。在此次

全球金融危機中，在亞太地區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金

融合作機制快速推展，中國大陸經濟已成為亞太地區

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第三，經濟全球化固然使資源能充份流通，但卻

也造成國與國間利益的分配，形成富國愈富，貧國愈

貧的現象，全世界諸多開發中國家因缺乏資金，使經

濟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亟需加以解決。

四、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意涵

「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總人口約44

億，GDP約21萬億美元，分別佔世界的63％和

29％，受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地緣政治等因素的

制約，一些國家在發展進程中明顯落伍。沿線國家人

均GDP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8％，一些國家是低收入

國家，還有9個是最不發達國家。一些國家基礎設施

落後，產業和社會事業的發展水平低；建設「一帶一

路」有利於沿線國家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把經濟的互

補性轉為發展的推動力。

至於基礎建設領域，依大陸的規劃，在交通基礎

設施合作方面，將促進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運的

有機銜接。在能源基礎設施合作方面，要共同維護輸

油、輸氣管道等運輸通道安全，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

通道建設。在通信基礎設施合作方面，共同推進區域

通信幹線網絡建設，大幅度提高國際通信互聯互通水

平，打造暢通便捷的信息絲綢之路。

至於亞投行的設置，今（2015）年2月10日，習

近平在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上強調，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亞洲基礎設施和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是在基礎設施融資

方面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

很顯然的，中國大陸的對外區域經貿發展策略，

是在目前各類型區域經濟整合重疊，並彼此間夾雜濃

厚的政治氛圍的情勢下，試圖藉本身的資源，在可自

我操作的情況下，增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並解決

國內所面臨產能過剩等金融問題。台灣雖無法以創始

成員國的身份加入，但是能參與亞投行，一方面可避

免在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被邊緣化。另一方

面，可透過兩岸協商，有機會參與「一帶一路」的建

設，為台商開拓新的商機。

（本文作者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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