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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 ")是新成立的多邊開發
銀行，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正式開始營運。擁有超過 50 個成員國
的亞投行旨在為亞洲的基礎設施發展及區域互聯互通提供財政

支援。據政府所述，香港已正式獲邀加入亞投行，而香港以非主權

地區身份加入亞投行的相關程序預期將於 2017 年年中完成。 1 
 
1.2 政府將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舉行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委員簡介香港參與及加入亞投行一事。香港加入類似的多邊組織

成為成員的情況並不多。 2 較為相關的例子是香港早在 1969 年
加入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亞銀 ")成為區內成員。
亞銀是一個推動地區發展、以扶貧為主要目標的多邊金融組織。

為方便議員進行討論，資料研究組因應要求擬備本資料便覽，提供

資料關於 (a)亞投行的成員資格及架構，以及 (b)香港加入亞銀涉及
的資本投入及相關安排的經驗。  
 
 
2.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2.1 成立亞投行的構思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訪問
東南亞國家時首先提出。該項構思獲得積極回應，隨後共 57 個
國家簽署或認同《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成為意向創始成員。該批

意向創始成員經多輪談判後，於 2015 年 5 月確定《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協定》 ("《亞投行協定》 ")的最後文本。《亞投行協定》

                                            
1 請參閱 2017 Policy Address (2017) 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a)。  
2 不少多邊組織只容許主權國加入成為正式成員。以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

為例，香港並非成員，而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一分子的身份參與該兩個組織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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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 年 12 月 25 日生效，而亞投行則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正式
開始營運，總部設在北京。 3 創始成員 4 的名單載於附錄。  
 
2.2 亞投行透過主權擔保融資及非主權擔保融資 5，為相關範疇

的穩健而可持續項目提供支援，例如在能源和電力、交通和電訊、

鄉郊基礎設施和農業發展、供水和衞生設施，以及環境保護等

方面。亞投行除了為 "一帶一路 "6 下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重要融資
平台外，亦為 "一帶一路 "以外的新興經濟體的基建項目提供資金
援助。 7 根據《亞投行協定》，項目融資可透過多種方式提供，
包括貸款、企業股本投資及擔保。  
 
 
亞投行的成員資格及架構  
 
2.3 亞投行的成員資格開放予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8 或亞銀的
成員，並分為域內 (regional)及域外 (non-regional)成員。域內成員是指
位於聯合國定義為 "亞洲 "及 "大洋洲 "的地理區域的成員。除創始
成員外，其他成員的加入須透過理事會 (Board of Governors)特別多數
投票通過 9。根據《亞投行協定》第三條第三款規定， "不享有主權
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

負責的亞投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亞投行提出加入申請。 " 就香港的
情況而言，政府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已代表香港向亞投行提交正式

申請。 10 
  

                                            
3 請參閱 AIIB (2017b)。  
4 創始成員是指在 2015年 12月月底之前已簽署《亞投行協定》，並在 2016年 12月月底
或理事會決定的較後日期之前已符合其他資格要求的成員。  

5 主權擔保融資是指向成員所提供的貸款或獲某成員擔保的貸款。該類融資亦涵蓋因

政府未能履行與有關項目相關的特定責任或某借款人未能還款所引致的償債違約

情況的擔保，並獲某亞投行成員承擔賠償。非主權擔保融資基本上指不符上述定義

的任何融資。  
6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推出的重要發展策略，旨在使亞洲、歐洲及非洲在經濟合作

方面互聯互通。  
7 請參閱 China Daily Asia (2016)。  
8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是世界銀行集團的一部分，專為中等收入的國家提供扶貧支援。  
9 特別多數投票通過是指理事人數佔理事總人數半數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

成員總投票權一半的多數通過。  
10 請參閱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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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基礎  
 
2.4 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的法定股本為 1,000 億美元
(7,760 億港元 )，分為 100 萬股，每股的票面價值為 10 萬美元
(77.6 萬港元 )，供成員認繳。法定股本分為實繳股本 (paid-in shares)
和待繳股本 11 (callable shares)。每個成員認繳的初始法定股本的比例
為 20% 實繳股本及 80% 待繳股本。《亞投行協定》規定，除非獲得
理事會通過，否則亞投行的域內成員須持有最少 75% 的股本，其餘
股本則由域外成員持有。  
 
2.5 亞投行成員的股本分配是根據各成員在全球經濟所佔的

相對份額而定，並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 12 因此，中國持有
最大的亞投行股份份額，截至 2017 年 2 月 10 日的持股量約為
32.4%，第二及第三位分別為印度 (9.1%)及俄羅斯 (7.1%)。與其他
多邊開發銀行一樣，亞投行的法定股本會作定期檢討，並可在獲得

理事會批准後增加。除股本外，亞投行亦可透過其他方法集資，

例如發行債券及在市場上作其他不同方式的借貸。  
 
 
管治  
 
2.6 亞投行由理事會、董事會、一名行長 (President)、若干名
副行長 (Vice-Presidents)，以及高級職員和普通職員組成。透過任命
理事及副理事各一名，每個成員均在理事會上有其代表。理事會

擁有多項權力，包括批准新成員加入、更改亞投行的法定股本

規模，以及選舉董事會成員。董事會 13 主要負責亞投行的整體
業務方向，並行使理事會授予的權力。由理事會推選的亞投行行長

是該行的法人代表，且為亞投行的最高級管理人員。 14 
 
2.7 根據《亞投行協定》第二十八條，亞投行成員的投票權

總數為以下項目的總和︰ (a)基本投票權，票數平均分配予各
成員，並佔投票權總和的 12%； (b)股份投票權，每票相當於成員
持有的一股股本；及 (c)創始成員享有的投票權，每個創始成員均獲

                                            
11 待繳股本只會在亞投行向成員提出繳款要求以履行其財務承擔時才須繳付。  
12 就域外成員而言，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只具指標作用。請參閱 AIIB (2015b)。  
13 董事會由 12 名成員組成，其中 9 名由代表域內成員的理事選出，而 3 名則由代表
域外成員的理事選出。  

14 《亞投行協定》規定行長須為域內成員國的國民。現任亞投行行長是金立群先生，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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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600 票。一般而言，除《亞投行協定》另有明文規定外，
理事會所討論的所有事項均由所投投票權的簡單多數決定。  
 
 
營運資金  
 
2.8 亞投行在營運的首年，已批出約 17.3 億美元 (134 億港元 )
貸款，資助位於 7 個國家 (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塔吉克斯坦 )
共 9 個基礎設施項目。 15 亞投行的營運資金由以下方式提供︰
(a)普通資本 (ordinary resources)，例如法定股本；及 (b)旨在為特定
目的及職能而設的特別基金 (Special Funds)。就特別基金而言，
亞投行於 2016 年 6 月成立了一項特別基金，名為 "亞投行項目準備
特別基金 "(AIIB Project Preparation Special Fund)，為亞投行在合資格
成員國 16 資助的項目提供撥款，以進行技術準備工作 (例如採購
顧問服務及環境和社會評估 )。該基金開放予成員供款，並率先
獲得中國及英國分別提供 5,000 萬美元 (3 億 8,800 萬港元 )及
4,000 萬英鎊 (3 億 8,800 萬港元 )的捐款。  
 
 
香港加入亞投行  
 
2.9 香港已正式獲邀加入亞投行，而申請加入成為非主權地區

成員的相關程序預期將於本年年中完成。據政府所述，香港將認購

7 651 股亞投行股本 (即佔亞投行總股本的約 0.765%)，當中 20% 為
實繳股本， 8% 為待繳股本。股本認購總額為 7 億 6,510 萬美元
(60 億港元 )，當中 1 億 5,300 萬美元 (12 億港元 )為須實際支付的
實繳部分，其餘則為香港的或有負債。  
 
2.10 香港加入亞投行並透過提供金融及專業服務支持亞投行的

運作，被認為可進一步發展本地金融服務業，並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此舉亦有助促進香港與其他亞洲

經濟體的互聯互通及經濟合作。政府表示，加入亞投行亦有助鞏固

香港的聲望及信譽，有利爭取亞投行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17 
  

                                            
15 請參閱 AIIB (2017b)。  
16 合資格亞投行成員是指接受國際開發協會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資助的
國家。該協會是世界銀行的一部分，專為全球最貧窮的國家提供支援。  

17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2015) 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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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加入亞洲開發銀行  
 
 
3.1 亞銀於 1966 年成立，是一個資助亞太區開發的多邊金融
組織，宗旨是在區內推行扶貧工作。亞銀藉着提供貸款、資助及

技術支援，向有需要的成員國或經濟體給予援助。亞銀的營運資金

來自 (a)普通資金源，例如實繳股本及留存收益，及 (b)特別基金，
例如 "亞洲開發基金 "(Asian Development Fund)。亞銀由 67 個成員所
組成，其中 48 個為區內成員 (包括香港 )，其餘則為區外成員。  
 
3.2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成立協議》，亞銀的初始法定股本為

10 億美元 (59 億港元 18)，分為 10 萬股，每股的票面價值為 1 萬美元
(59,000 港元 )。當年，成員初次認購法定股本的比例為 50% 實繳
股本和 50% 待繳股本 19。亞銀多年來進行了 5 次補充資金活動
(稱為 "全面股本增加 ")，以擴大其資本基礎，從而確保融資貸款
工作得以持續進行。在 2015 年年底，亞銀共有 10 638 933 股法定
股本，價值 1,475 億美元 (11,450 億港元 )，而持有最多亞銀股份的
3 個成員分別為日本 (佔總股數 15.6%)、美國 (15.5%)及中國 (6.5%)。 20 
 
 
香港作為亞銀成員  
 
3.3 香港自 1969 年 3 月起以本身名義成為亞銀成員，並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主權移交後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參與亞銀。早在
1967 年 9 月，政府向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取得 800 萬美元 (或相等於
當時 4,720 萬港元 )的撥款批准，用於初次認購股本。香港在
1969 年 3 月加入亞銀後合共認購了 800 股，其中 50% 是實繳
股份  21，另外 50% 為待繳股份。實繳股份的款項攤分為 4 等份，
在 1969 年至 1972 年間逐年支付。  
 
3.4 香港初次認購的 800 萬美元 (4,720 萬港元 )股份佔亞銀初始
法定股本約 0.8%。據政府所述，亞銀作出區內成員之間的股本
分配時，考慮了成員經濟體的人均本地／國內生產總值、總出口量

及稅收因素。 22  

                                            
18 按照香港在 1969 年初次認購股本時將美元兌換為港元的兌換率計算。  
19 待繳股本只會在亞銀向成員提出繳款要求以履行其財務承擔時才須繳付。  
20 請參閱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a) 及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a)。  
21 有關認購的須繳款部分，一半是以英鎊支付，而另一半則以不可轉讓、無利息並以
港元為單位的承付票支付。  

22 請參閱 Colonial Secretariat (1967a) 及 Colonial Secretariat (19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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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香港自加入亞銀後，先後於 1972 年、1977 年、1986 年、
1994 年及 2010 年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就上述 5 次全面股本增加
作出全數認購。整體而言，香港已認購的股份總數達 57 810 股，
當中包括 2 892 股為實繳股份和 54 918 股為待繳股份。香港在
2015 年年底持有亞銀總股數的 0.545% 及總投票數的 0.735%。 23 
亞銀迄今從未就待繳股份提出繳款要求，這些股份仍屬香港的或有

負債，金額約 60 億港元。自 1997 年起，香港對亞銀的財務責任獲
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擔保。  
 
3.6 下文表 1 載列香港過去所認購的亞銀股本金額及財務委員會
的相關撥款批准。  
 
 
表 1 ⎯⎯  香港認購的亞洲開發銀行股本  
 

認購  認購總額 ( 1 )  
實繳部分  待繳部分  獲財務 

委員會 
通過的日期金額 ( 1 )  股數 金額 ( 1 )  股數  

初次認購  
(1969 年 )  

800 萬美元  
(4 ,720 萬港元 )  

400 萬美元
(2 ,360 萬港元 )

400
(50%)

400 萬美元
(2 ,360 萬港元 )  

400 
(50%) 

1967 年
9 月 6 日  

首次全面  
股本增加  
(1971 年 )  

1 ,200 萬美元  
(7 ,270 萬港元 )  

240 萬美元
(1 ,450 萬港元 )

240
(20%)

960 萬美元
(5 ,820 萬港元 )  

960 
(80%) 

1972 年
4 月 26 日  

第二次全面

股本增加  
(1977 年 )  

2 ,700 萬美元  
(1 億 5,170 萬港元) 

270 萬美元
(1 ,520 萬港元 )

270
(10%)

2,430 萬美元  
(1 億 3,650 萬港元) 

2  430 
(90%) 

1977 年
6 月 1 日  

第三次全面

股本增加  
(1986 年 )  

5 ,290 萬美元  
(3 億 3,180 萬港元) 

260 萬美元
(1 ,660 萬港元 )

247
(5%) 

5,030 萬美元  
(3 億 1,520 萬港元) 

4  688 
(95%) 

1986 年
5 月 21 日  

第四次全面

股本增加  
(1994 年 )  

1 億 3,520 萬美元  
(10億 5,470萬港元) 

230 萬美元
(1 ,850 萬港元 )

193
(2%) 

1 億 3,290 萬美元  
(10億 3,620萬港元) 

9  442 
(98%) 

1994 年
6 月 24 日  

第五次全面

股本增加  
(2010 年 )  

5 億 9,360 萬美元  
(46億 6,050萬港元) 

1 ,860 萬美元
(1億 4,610萬港元)

1 542
(4%) 

5 億 7,500 萬美元
(45億 1,440萬港元) 

36 998 
(96%) 

2010 年
4 月 23 日  

註：  (1 )  以港元為單位的金額是根據當時政府所提供的數字或按當時政府所用的兌換率計算。  
資料來源：  Financial Branch, Colonial Secretariat (1972) 、 Finance Branch, Colonial Secretariat (1977) 、

Monetary  Affairs Branch (1986)、Financial Services Branch (1994)、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2001)、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0)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  

  

                                            
23 請參閱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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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除認購股本外，香港多年來亦向亞銀作出自願性供款，以

支持亞銀的工作，尤其是自 1983 年起開始向亞洲開發基金作出
供款。亞洲開發基金是亞銀最大的特別基金，為最需要協助的成員

提供財務支援。亞洲開發基金定期獲得成員補充資金，截至上一次

在 2013 年進行的補充資金活動，香港的供款總額達 1 億 1,525 萬美元
(8 億 9,400 萬港元 )。 24 
 
3.8 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經濟體，現已不再符合獲取亞銀援助

的資格。 25 然而，據政府所述，向亞銀作出供款仍可得到間接
經濟利益，由於香港公司可競投亞銀的項目。截至 2015年年底，
香港公司所投得的亞銀項目，例如採購合約及顧問服務等，價值

合共為9億6,200萬美元 (75億港元 )。 26 
 
3.9 亞銀每個成員都會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在亞銀

理事會內擔任代表。在香港，出任亞銀理事的是財政司司長，而

副理事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出任。董事會是由理事投票選出。

董事會共有 12 名董事，每名董事代表一個選區。香港所屬的選區
共有 11 名亞銀成員，並由澳洲董事出任代表。 27 在行政方面，
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處理香港參與亞銀的有關事務，並派員出席

亞銀周年大會及參與討論成員共同關心的政策事項。  
  

                                            
24 請參閱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c)。  
25 在 1972年至 1980年期間，香港先後獲得亞銀 5筆總數達 1億 150萬美元 (5億 800萬港元 )
的貸款，以資助興建公營房屋項目。所有貸款已於 1987年年底前全數償還。  

26 請參閱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7c)。  
27 請參閱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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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亞投行的創始成員 (截至 2017 年 2 月 10 日 )  
 
域內成員 ( 1 )  域外成員 ( 2 )  
  
1 .  澳洲  1 . 奧地利  
2 .  阿塞拜疆  2 . 丹麥  
3 .  孟加拉  3 . 埃及  
4 .  汶萊  4 . 芬蘭  
5 .  柬埔寨  5 . 法國  
6 .  中國  6 . 德國  
7 .  格魯吉亞  7 . 冰島  
8 .  印度  8 . 意大利  
9 .  印尼  9 . 盧森堡  
10.  伊朗  10. 馬耳他  
11.  以色列  11. 荷蘭  
12.  約旦  12. 挪威  
13.  哈薩克斯坦  13. 波蘭  
14.  韓國  14. 葡萄牙  
15.  吉爾吉斯斯坦  15. 瑞典  
16.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  16. 瑞士  
17.  馬爾代夫  17. 英國  
18.  蒙古   
19.  緬甸   
20.  尼泊爾   
21.  新西蘭   
22.  阿曼   
23.  巴基斯坦   
24.  菲律賓   
25.  卡塔爾   
26.  俄羅斯   
27.  沙特阿拉伯   
28.  新加坡   
29.  斯里蘭卡   
30.  塔吉克斯坦   
31.  泰國   
32.  土耳其   
33.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34.  烏茲別克斯坦   
35.  越南   
 
註：  (1 )  科威特及馬來西亞正在完成相關程序成為創始成員。  
 (2 )  巴西、南非及西班牙正在完成相關程序成為創始成員。  
資料來源： AIIB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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