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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代表團，感謝主辦

本屆年會的日本政府與人民之殷勤接待。京

都為千年古都，古剎林立，質樸典雅，有著

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優越的自然風貌融

合，亞洲開發銀行第四十屆年會在此舉辦，

甚具歷史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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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亞與愛爾蘭加入亞銀大家庭，我們

至表歡迎。

過去 40 年來亞銀對亞太地區的貢獻有目

共賭，而黑田總裁自前年上任以來，積極推

動區域經濟金融整合、協助開發中會員國脫

離貧困、並適時提供各項災難緊急援助，成

績斐然。本人深信，在黑田總裁卓越的領導

下，亞洲地區永續發展的願景可期。

亞銀經營一向良好，國際信用評等卓

著，去年全年淨可分配所得為 6 億 5 千 2 百

萬美元，較前年增加超過 2 億美元，成長幅

度達 44.7%之多。但在此亮麗數字下亦藏有

瑕疵，去年貸款業務對淨可分配所得之比為

20.3%，而前年為 35.4%。兩相比較，顯示亞

銀之貸款業務呈現萎縮。

或許亞銀貸款業務所得來源減少的原因

之一，在於貸款業務多元性不足，而此或受

限於過去亞銀既定的經營目標與方向。去年

7月，亞銀提出的「區域合作與整合策略」報

告中，已開始勾勒更大的藍圖，提出四大支

柱：跨國基礎建設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國

際貿易與投資的合作、貨幣與金融的合作與

整合、區域公共財的合作，並經理事會決議

通過。

無獨有偶，最近，亞銀傑出人士小組提

出報告「在新亞洲中邁向新的亞洲開發銀

行」也指出，過去亞銀扮演移轉外部援助資

源的角色，以根絕貧窮。展望未來，亞銀應

支援更高且更廣泛的成長，以創造更多的就

業機會並改進生活水準。亞銀也應積極推動

區域經濟合作與整合，而做為區域性的金融

中介，亞銀應從過去移轉已開發國家剩餘資

本至區域內的功能，轉變為聯結區域內的借

款者與貸款者，並有效結合金融援助與知

識、經驗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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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認為上述決議與建議皆極具參考價

值，尤其在區域經濟與金融合作與整合方面

的看法，有許多地方值得深思，以做為廣化

與深化亞銀業務的重要基礎。在前述的策略

性思考架構下，本人擬就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與區域金融備援機制，提出進一步的看法。

在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方面，自 1990 年代

以來，亞洲地區的區域內貿易逐步擴大，且

區域內投資也日益增加。若區域匯率穩定，

不但能促進亞洲各國經濟金融穩定，而且由

於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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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幾年來全球貿易失衡的問題浮現，更顯示出

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的重要性，以預防因

全球不平衡繼續惡化而對美元價位下跌所可

能造成的龐大壓力。本人認為，亞洲國家應

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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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銀自前年起，也曾籌編亞洲貨幣單位

並計劃予以公布，這是以亞洲貨幣為通貨籃

所編製的指數，並可觀察監測亞洲主要通貨

對外價位的變動，也可做為區域匯率穩定機

制的重要基礎。但很可惜，其後似乎因政治

因素而無太大的發展。亞銀籌編亞洲貨幣單

位作法十分有意義，本人十分支持，但如欲

推動，也應將亞洲具有代表性的通貨皆納入

考慮。台灣具有相當的經貿與金融實力，宜

將新台幣納入通貨籃中，否則將不足以反映

亞洲通貨真正的對外綜合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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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

類雙邊機制係兩國之間以互信為基礎而簽

訂，且與今日各國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比較，

其金額甚小，恐不足以因應因一國發生危機

連帶感染而產生的區域性金融危機。本人認

為應將清邁倡議擴大為以亞銀為中心的多邊

換匯協議，由亞銀統籌運用，以增強其防制

效果。亞銀也可以建立類似於國際貨幣基金

一般借款協定與新借款協定等補充性借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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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亞銀得以處理會員

國金融危機事件。

亞洲經濟金融合作與整合是必然的趨

勢，也是區域穩定與成長的重要基礎，但惟

有各國間捐棄政治歧見，同心協力，方能期

於有成。不論何種經濟或金融合作方案，本

人認為區域合作應秉持著廣泛參與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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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銀應可扮演更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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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亞銀不必自

限於過去設定的經營目標，而宜以更寬廣的

視野檢視亞洲的軌跡，以重新界定亞銀在亞

洲的角色，並做為組織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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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願藉此一機會，簡述我國的經濟

表現。去年我國經濟成長持續上升，全年經

濟成長率為 4.6%，高於前年的 4.0%，也較原

先預計的 4.5%為高，預計今年將保持 4.6%的

水準。我國物價水準一向平穩，去年消費者

物價僅微升 0.6%，今年將維持在 2%以下的

水準。國際收支情況良好，經常帳與綜合收

支多年來續呈順差，外匯存底持續累增，民

間部門擁有對外淨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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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代表我國代表團謹

祝本屆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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