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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開發銀行第四十三屆年會

中華民國理事書面講辭*

彭淮南**

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代表團，感謝主辦

本屆年會的烏茲別克政府與人民的殷勤接

待。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許多亞洲國家

經濟也受到波及，而烏茲別克則一向採取審

慎穩健的政策，是少數沒有受到影響的國家

之一。首都塔什干擁有兩千年的文化與歷史

傳統，既是古代絲路的重鎮，也是今日中亞

的經貿與交通中心。亞洲開發銀行第四十三

屆年會在此舉辦，甚具國際交流意義。本人

也願藉此機會向亞洲開發銀行工作同仁的辛

勞，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黑田總裁自2005年上任以來，積極推動

區域經濟金融整合、協助開發中會員國進行

基礎建設並脫離貧困，成績斐然。2000年聯

合國高峰會議揭櫫「千禧年發展目標」，根

絕高度貧窮與饑饉為第一大目標；自此之

後，成為全球的核心議題。亞銀也根據此一

目標，積極協助開發中會員國脫離貧困，

以期於2015年達成亞銀原定的千禧年發展

目標，並從2008年起進一步推動「Strategy 

2020」長期發展策略，以克服貧窮為最高目

標。 

但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地威脅亞銀千禧發

展目標的達成。根據亞銀估計，受到此一

金融危機的影響，亞洲地區低於貧窮線的貧

困人口將增加5千3百萬人之多。面對此一情

勢，亞銀於2009年5月建立了總金額30億美

元的反循環支援機制，對開發中會員國提供

短期資金融通；截至2009年年底，核貸金額

達25億美元，撥款金額達20億美元。除了上

述支援機制以外，亞銀也透過增資、亞洲開

發基金、共同融資等方式，對開發中會員國

增加協助，已見相當成效。目前雖然全球經

濟正邁向復甦當中，但亞銀仍宜持續對開發

中會員國提供援助，以支持永續成長。 

在營運方面，過去亞銀經營一向良好；

但營業利益則由2008年的近7億美元，降為

2009年的4億2千萬美元，減幅達40%。2009

全年核准貸款金額110億美元，實際撥款僅

約79億美元，可能顯示撥款效率有待提昇。

亞銀應留意未來全球利率走勢，並加強信用

審核機制，以便在2015年順利完成千禧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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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標。 

根據亞銀於本 (2010)年4月所發布的

「2010年亞洲經濟展望報告」，亞洲開發中

經濟體已邁向經濟復甦，本年的經濟成長率

將為7.5%；但在經濟復甦的過程當中，仍然

面臨全球復甦緩慢、振興經濟措施退場時機

不當、國際商品價格上升、財政惡化與全球

持續不平衡等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面，由於

亞洲地區經濟復甦強勁，以致短期國際資本

大量流入，更增加了各國總體經濟政策的複

雜程度。 

在各國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因應金融危

機、提振經濟的時期，短期資本流入極易產

生資產泡沫。而一旦泡沫破滅，另一波的金

融問題也將隨之而來，吞噬經濟成果。黑田

總裁在本年4月8日的演講中指出，大規模且

波動無常的資本流入會破壞穩定的復甦；因

此，為對抗潛在的資產泡沫，有必要管理資

本移動。聯合國發展計畫署亞太區域中心於

上年11月所公布的「全球金融危機與亞太區

域」報告也指出，匯率的變動已無法從貿易

型態或經濟基本面解釋，資本移動才是真正

決定匯率的因素；而資本移動則是受政治經

濟因素及對當前與未來權勢的看法所影響。 

在此情況下，本人認為，從單一國家的

角度來看，新興經濟體應調整貨幣政策以因

應匯率失序。各國也應根據經濟金融情勢，

適時採取必要的資本管制措施，以促進金融

穩定。但單一國家的努力，往往力有未逮，

而應從整個區域著手。過去東亞國家係在區

域經濟監理的架構下，針對監控短期資本

移動，展開合作，但主要係著重於資訊的交

流；未來亞洲新興經濟國家如能進一步共同

採取實質協調行動，將有助於區域金融穩

定。 

亞洲地區的區域金融合作，不僅限於國

際資本移動監控機制，也包括亞洲債券市

場、金融備援機制、區域經濟監理、東亞匯

率機制等方面；其中有一部分已獲致可觀的

成果，但也有亟待加強的地方。 

在亞洲債券市場方面，近幾年來，透過

亞洲國家的努力，陸續通過亞洲債券基金

倡議與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建立了亞洲債券

市場，且規模逐步擴大。2009年，新興亞洲

經濟體以當地貨幣計價發行的債券餘額成長

16.5%，未來應朝向鼓勵各國持續發行一籃

亞洲貨幣計價的亞洲債券，並建立區域清算

機制、區域信用保證機構、區域債券評等機

構等方向邁進，將更有助於加速亞洲地區的

金融整合。 

在金融備援機制方面，2000年亞洲國家

根據清邁倡議建立了雙邊換匯機制，以備

因應通貨危機，其後發展也十分迅速。亞

洲國家在2009年2月同意加速推動清邁倡議

多邊換匯協定(CMIM)，將基金由800億美元

增加為1,200億美元，並於本年3月24日正式

生效。本人認為，想要CMIM發揮最大的功

效，應以亞銀為中心，由亞銀統籌運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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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真正多邊化的意義。 

過去本人也曾多次建議，亞銀可建立借

款機制，由亞銀以自身為擔保，與區域內

外匯金融資源實力雄厚的國家簽定協議，透

過這些國家提供補助性的資金。國際貨幣基

金也在本年4月12日通過擴增新借款協定至

5,500億美元，以協助需要援助的國家。4月

14日，亞銀宣布與東協加三國家建立總金額

達7億美元的信用保證與投資機制，以促進

區域金融穩定。這項計畫是很好的開端，應

當予以擴大。 

在區域經濟監理方面，以往最重要的發

展為2000年的東協加三經濟檢視與政策對話

機制。主要目的係在早期階段發現區域內經

濟異常與體質虛弱之處，並採取必要的政策

行動，以解決或防範問題的發生，尤其是

區域性的經濟或金融危機。本年4月，東協

財政部長會議決議於2011年成立東協加三總

體經濟監控辦公室，以做為執行CMIM的基

礎。東協本身也設立總體經濟與財政監控辦

公室，以促進區域經濟與金融整合。本人認

為，這是亞洲金融合作新的里程碑。期望此

一機制能夠從資訊分享、同儕檢視的階段，

邁向審慎查核的階段；也就是更積極地查察

危機國或債務國的經濟金融問題，才能與

CMIM有效地結合，發揮最大的功能。 

在東亞匯率機制方面，若區域匯率穩

定，不但能促進亞洲各國經濟金融穩定，而

且因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及減少匯率變動的

不確定性，而有助於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成

長。東協加三國家曾於2005年初協議成立亞

洲貝列吉歐集團，做為討論匯率協調的開

端。本人認為，亞洲國家應建立正式的區域

匯率協調機制，以實際行動共同穩定亞洲通

貨的價位。 

在全球各國經貿金融關係緊密結合的今

天，即使是經濟規模不大的單一國家發生了

問題，都會對整個區域與全球產生立即且重

大的影響，遑論因次貸風暴所引發的全球金

融危機。值此時刻，我們更應該超越政治意

識形態，攜手合作，以有效防範各種因素對

區域經濟的衝擊。不論何種經濟或金融合作

方案，區域合作應秉持廣泛參與的原則，使

所有具有堅強經貿實力與充沛金融資源的國

家都能參與，不宜因政治差異而輕易將其排

除在外。另一方面，亞銀擁有相當龐大的人

力、技術、資源與經驗，應可扮演更積極的

角色，以有效建立各會員國間更為廣泛的經

濟金融合作關係。 

在此，本人謹重申，中華民國非但為亞

銀創始會員國，更一向善盡會員國職責，本

人呼籲亞銀正視此一事實。我們仍將就亞銀

片面更改我國的會籍名稱，提出抗議；也希

望會員國應相互尊重，使各會員國有主辦各

項活動的公平機會。 

最後，本人謹代表我國代表團，祝賀本

屆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