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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亚投行，西方国家缘何分道扬镳* 

 

2015 年 3 月 28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开幕，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

演讲。习近平指出，二战结束 70 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2014年 10月 24日，21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成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

并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为“亚投行”）。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欢迎所

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此后，亚投行收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 36 个国家陆续

加入申请，并使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 57 个。 

 

面对亚投行，西方国家现裂痕 

 

2014 年 11 月 28 日，新西兰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并于 2015 年 1 月 4 日成

为亚投行第 24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2015

年 3 月 12 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并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

家，也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随后，法国、意大利、德国、澳

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纷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截至 4 月底，在

5 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有 4 个国家、七国集团（G7）中有 4 个国家、28

                                                        
* 本文已发表于《当代金融家》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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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欧盟成员中有 14 个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中有 14 个国家已成为意

向创始成员国；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西方国家占据 16 席（见表 1）。而美国

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则选择远离亚投行。 

 

表 1 亚投行主要发达国家意向创始成员 

 

国家 申请加入时间 正式加入时间 成员身份 

新西兰 2014.11.28 2015.1.4 
 

英  国 2015.3.12 2015.3.28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欧盟、G7、G20 

法  国 2015.3.17 2015.4.2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欧盟、G7、G20 

德  国 2015.3.17 2015.4.1 欧盟、G7、G20 

意大利 2015.3.17 2015.4.2 欧盟、G20 

卢森堡 2015.3.18 2015.3.27 
欧盟 

奥地利 2015.3.27 2015.4.11 欧盟 

西班牙 2015.3.27 2015.4.11 
欧盟 

丹  麦 2015.3.28 2015.4.12 欧盟 

荷  兰 2015.3.28 2015.4.12 
欧盟 

澳大利亚 2015.3.29 2015.4.13 G20 

芬  兰 2015.3.30 2015.4.12 
欧盟 

瑞  典 2015.3.31 2015.4.15 
欧盟 

葡萄牙 2015.3.31 2015.4.15 
欧盟 

波  兰 2015.3.31 2015.4.15 
欧盟 

马耳他  不详 2015.4.9 
欧盟 

    资料来源：根据中新网资料整理。 

 

由此，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被分成了两派，并且两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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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心存芥蒂。对于英国等盟友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曾公开表示质疑和谴责。早

在 3 月 12 日，英国宣布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美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对英

国的做法提出批评，美国政府官员抱怨英方作此决定几乎未与美国磋商，并不是

一种“好”的方式。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对于英国在亚投行问题上“迁

就”中国，美国认为其没有征询美国意见，并对英国对中国的“迁就”表示担忧，

评价英国的决定不是一种理智的方式。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高官对于英国加入

亚投行，也予以严厉斥责。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并不认为英国的决定有

错，并表示：“在亚投行的成立阶段就加入该行，会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

和增长的举世无双的机遇。”美国一直劝说的澳大利亚也宣布加入亚投行。一些

西方国家不顾美日等国的劝导陆续申请加入亚投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原来对

亚投行都保持缄默的西方国家不再是铁板一块。 

 

西方国家政策分歧由来已久 

 

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不

仅是因为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更是因为它再次引起

人们对发达国家政策协调能力的质疑。就在英国做出申请加入亚投行前，七国集

团还在讨论如何应对新成立的亚投行。很显然，这些讨论只能是无果而终。 

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分歧日盛，其中欧洲和日本非

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方向背道而驰即可见一斑。2014 年 10

月 29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停止继续购买长期国债和抵

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表明自 2008 年 11 月以来美国推出的非常规数量宽

松货币政策（QE）至此结束。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得以逐步巩固，失业率的持续

降低，关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不断增强。尽管美联储已经启动退出数量宽松政

策，并可能在 2015 年进入升息通道，但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继续实施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2014 年 6 月和 9 月，欧洲央行（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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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宣布下调利率。2015 年 4 月 15 日，欧洲央行宣布仍维持 0.05%的基准利率

和-0.2%的银行隔夜存款利率，均为历史最低水平。同时，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表示，欧洲央行将持续实行此前推出了规模超过 1 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计划，直

到通胀可持续地回升至目标水平。2014 年 10 月 31 日，日本央行也宣布进一步

扩大此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基础货币的增加规模从每年的

60-70 万亿日元扩大到约 80 万亿日元，将国债购买规模从每年的 50 万亿日元扩

大到 80 万亿日元，同时将增持国债的最长期限从 7 年延至 10 年。 

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上，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难以达成一致。这可以从西方

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态度和执行力度上反映出来。2014 年 3 月以来，美欧等主要

西方国家启动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行动，制裁手段涵盖了限制贸易往来、特

定物资禁运、禁止人员入境以及金融资产冻结等多个方面。但自制裁伊始，美欧

即表现出明显分歧，美国主张加大制裁力度，而英国、法国、德国等与俄罗斯贸

易关系较为紧密的欧洲国家对全面制裁措施则持谨慎态度。随着制裁的不断升级，

分歧也变得更加显著。这主要表现在美国积极主动加大制裁而欧洲却显得十分迟

疑。与美国不同，欧盟国家都与俄罗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制裁俄罗斯的同时

自身经济也将遭受巨大损失。据测算，仅 2014 年 7 月欧盟成员国达成的制裁措

施实施后，将导致欧盟当年因此而损失 400 亿欧元，下一年还将因此损失 500

亿欧元。欧洲内部也为此展开内斗。英国政府曾全面叫停对俄罗斯的军事出口，

但根据英国议会报告，在涉及对俄出口的 285 个许可证上，实际只有 34 个被暂

停或取消，许多禁运物品仍可以合法地获准输入俄罗斯。对此，法国批评英国“表

面一套背后一套”。 

 

西方国家利益分化渐行渐远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往往成为政治家们优先考虑的目标。在加入亚

投行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所反映出来的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利益考量。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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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种利益的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源于近年来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

衡性日益突出。总体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美

国经济强势回归，资本和产业逐步“回流”，内生增长机制较为完善，对外部需

求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欧元区结构改革效应的释放依然缓慢，欧元区经济复苏动

能减弱，日本“安倍经济学”效能减退，经济增长缺乏需求强劲的外部市场支持。 

具体来说，在经济增长上，美国表现突出，而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增长表现

却令人堪忧。2015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

显示，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4%，较 2013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预计 2015

年将达到 3.1%；欧元区经济则在低速徘徊，2013 年经济增长为-0.5%，2014 年

有所提升，但也只达到 0.9%的增长水平；2014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0.1%，较上

年下降 1.7 个百分点。其中，在欧洲内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也各

不相同，意大利经济甚至连续三年维持负增长。在就业方面，日本、德国失业率

较低，而法国和意大利却仍保持在 10%以上。此外，在通胀率、公共债务水平、

经常账户状况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见表 2）。 

 

表 2  2014 年七国集团成员主要经济指标 

 

国别 GDP 增长率 失业率 通胀率 总债务水平 经常账户水平 

加拿大 2.5 6.9 1.9 86.5  -2.2  

法国 0.4 10.2 0.3 95.1  -1.1  

德国 1.6 5.0 0.2 73.1  7.5  

意大利 -0.4 12.8 -0.1 132.1  1.8  

日本 -0.1 3.6 2.6 246.4  0.5  

英国 2.6 6.2 0.9 89.5  -5.5  

美国 2.4 6.2 0.9 104.8  -2.4  

注：通胀率为期末值，总债务水平与经常账户水平是指各自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IMF，WEO 数据库，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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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各国的利益需求也随之出现分化，

并且在重塑世界经济秩序方面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相比美国，当前欧洲国家面临

的经济困难要大得多，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首当其冲是要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

投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正如奥斯本所言，“在亚投行的成立阶段就加入该行，

会为英国和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的难得机遇。”从全球视角来看，现行国际

货币金融体系存在诸多弊病，而改革进展十分缓慢，业已达成的 IMF 份额和治

理改革方案因为美国的阻挠而无法落实。一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因此得不到

满足，寻找替代方案便成为努力的方向之一。对于一些秉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西

方国家来说，支持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亚投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一努力所

采取的切实行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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