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進一步查詢有關認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股本的財委會項目 

 
本人於上周六就亞投行撥款一事向政府有關當局提出了一系列詢問，惟至今仍未得到

回覆。本人重申，亞投行是一大型政府間國際組織(IGO)，香港政府若擬就加入亞投行

一事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批准，理應在事前已經向本委員會準備一系列文件，令本委員

會在開會前能充分了解亞投行的成立目的、定位、運作細節、政策原則、目標和標準、

財務狀況、預算和計劃等；但政府非但未有履行本身應該負上的責任，為本委員會充

分預備開會文件，更對本人提出的詢問不聞不問：4 月 28 日已經是開會日期，但至今

仍未得到任何回覆。 
 
本人在此向政府有關當局對待立法會議員的態度、把立法機關視為「提款機」的，表

達強烈不滿，並謹此要求政府有關當局在要財委會批准政府的撥款申請時，可以以更

認真和嚴謹的態度去看待立法機關。 
 
有關認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股本的財委會項目，本人謹提出進一步查詢如下： 
 
A.亞投行與一帶一路 
 
眾所周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政權主席習近平提倡的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融資工具。本人認為，由於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計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本委員會審議有關認繳亞投行股本的

項目前，實有必要了解一帶一路的實質內容，以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之關系。 
 
(i). 一帶一路這個經濟合作概念至 2013 年提出至已經逾四年。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

自中國政府自 2013 年起就一帶一路計劃所提出和已經落實或落實中的實質計劃，並詳

細解釋相關計劃的內容； 
 
(ii). 請政府進一步向本委員會解釋，亞投行與一帶一路計劃的關系； 
 
(iii)據悉，中國除了帶領成立亞投行為一帶一路計劃中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基建的貸款融

資外，習近平亦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斥資四百億美元成立了「絲路基金」，向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之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項目提供投融

資支持。 
由於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的目的相近，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亞投行與絲路基金

的關系、異同以及在一帶一路計劃中的分工、角色上是否會有重疊或衝突等；亦請政

府向本委員會提供有關絲路基金的資料，包括已批出的資助或貸款項目、項目詳請、

批出項目的準則和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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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一帶一路的沿線地區和國家一向被認為是地緣政治衝突的熱點。請政府告知本委員

會，過去十年間發生於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大型政治衝突事件，包括但不限於

邊境衝突(Border Disputes)、非透過民主選舉而發生的政權更迭等。 
 
(v)請政府向本委員會交代，過去三年間香港政府花在「一帶一路」的項目列表和開支。 
 
並請政府向本委員會交代，除亞投行外，香港政府有意花在「一帶一路」的項目計劃

和計劃開支。 
 
B.亞投行投資的風險和風險管理 
 
(i)承上題，一帶一路的沿線地區和國家一向被認為是地緣政治衝突的熱點，而亞投行

已批出的項目多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帶，如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阿塞拜疆等，

倘若這些地區發生政權更迭或大型政治衝突，將對已批出項目的推進有不可預計、甚

至是災難性的後果。 
 
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亞投行在批出項目時，是否有進行詳細的風險及回報評估？ 
 
如有，請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有關風險管理和評估機制和準則，並提交有關文件，讓

本委員會了解亞投行的風險管理機制。 
 
若否，請解釋為何在高風險地區批出貸款項目時竟沒有向本委員會披露風險管理和回

報的評估。 
 
(ii)除了地緣政治衝突外，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的成員、發起國家和投資對象也包括貪

污情況十分嚴重的國家，如發起亞投行的中國、烏滋別克、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

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國等。 
 
(1)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當亞投行在進行貸款項目審批時，尤其是主權擔保的貸款項

目，是否會先就該國家或地區的貪污情況進行評估和調查，或先要求該國改革貪腐情

況，再決定是否批出該項目？ 
 
若有，請詳細解釋審批過程和標準。 
 
若否，請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原因。 
 
(2)此外，請問在批出貸款項目後，亞投行是否設有監督或監察機制去跟進該項目，以

杜絕貪污情況出現？ 
 
若會，請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有關監督或監察機制。 



 
若否，請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為何在貪污情況嚴重的地區或國家進行投資時竟然沒有

監督或監察機制？ 
 
(iii)承題 A(vi)及 B(i)，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亞投行是否有就一帶一路沿路地區和國

家，在未來十年間會否出現大型地緣政治或政治衝突的詳細分析和評估？ 
 
若會，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有關分析和評估結果。 
 
若否，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詳細解釋，為何即使地緣政治或政治衝突會對亞投行貸款項

目的推進帶來災難性的結果，亞投行方面都不就有關問題進行分析、評估及研究？ 
 
C. 香港政府在亞投行的統轄和管理(Governance) 
 
(i)根據亞投行協定的第五章治理部分的第二十二條有關理事會的構成，每個亞投行成

員均能在理事會有自己的代表並能任名一名理事及一名副理事。 
 
(1)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若此撥款議案獲得通過及香港正式成為亞投行成員後，香港

政府會以怎樣的程序委任在亞投行的香港理事和副理事？請問政府能否向本委員會承

諾，在決定亞投行的理事和副理事人選前，先交由立法會討論並尋求立法會的同意？ 
 
(2)根據亞投行協定的第五章治理部分的第二十二條第三部分，理事和副理事任職期間，

銀行不予給付薪酬。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香港政府委任的理事和副理事，會否由特區

政府給付其薪酬？若會，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有關的人事編制擬定安排。 
 
(3)請問香港政府若能成功成為亞投行成員，香港理事所佔的投票份額為多少？ 
 
(4)由於亞投行是由中國政府領導、牽頭甚至在投票時享有否決權，若香港政府不就參

與亞投行事務釐訂自己的準則和原則，恐怕加入後在每次投票時都只會惟北京之命是

從。 
 
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香港政府任命的理事在進行投票時的有否釐訂投票準則和原則？

若有，如何釐訂？會否把該準則和原則交由立法會審議？ 
 
若否，原因為何？ 
 
(5)請問政府可否向本委員會承諾，在理事每次行使投票權前，均先向立法會交代其投

票意向和理據，並尋求立法會同意？ 
 
       此致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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