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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開發銀行第四十一屆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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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年會的西班牙政府與人民的殷勤接待。

自1561年菲利普二世將王宮遷至馬德里後，

馬德里一直是歐洲藝術與文化重鎮之一，

2001年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共同評

選為首屆的世界圖書之都。亞洲開發銀行第

四十一屆年會在此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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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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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年為

例，亞銀去年全年貸款總金額計101.1億美

元，較前年增加27.2億美元，淨利為7.6億

美元，較前年增加約2億美元，經營表現良

好。本人深信，在黑田總裁卓越的領導下，

亞銀對亞洲地區經濟永續發展的願景可期。

亞銀最近通過「策略2020：亞銀2008至

2020年間長期策略架構」，以根除亞太地

區的貧窮問題為最高目標，包括三大策略內

容：包容性成長、環境永續成長及區域整

合；並計劃於2012年前將亞銀融資的八成集

中在基礎建設、環境、區域合作與整合、金

融部門發展及教育等五大核心營運領域。

此一計畫案對2020年前亞太地區經濟面

貌做出前瞻規畫，並條列面對的情勢與挑

戰，針對解決貧窮所涉相關課題一一解析，

進而提出政策性因應措施與改革方向，值得

我們肯定讚許。該計畫也指出，為落實執行

該項計畫，亞銀體制組織必須進行改革，行

政效率、人員素質、服務品質與外界溝通等

層面皆應配合調整，而當務之急則在於人力

資源策略的檢討與改進。本人認為，此一努

力方向，符合外界對亞銀的期望。

此外，本人認為亞洲係當前全球經濟成

長最快速的區域，累積了龐大的資金，尤其

是東亞地區，更是如此。因此，亞銀應思索

如何吸引並善用此一充裕資金，俾有助於該

計畫案的推展。至於案中的營運資源配置，

亞銀期望在2020年前，將50%的資源用於民

間部門發展，30%則用於區域合作與整合。

本人認為，前者比重偏高，似偏離開發銀行

的宗旨。

前年7月，亞銀提出「區域合作與整合

策略」報告，包括四大支柱：跨國基礎建

設的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國際貿易與投資合

* 亞洲開發銀行第四十一屆年會於本年5月2日至6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
**  中央銀行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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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貨幣與金融合作與整合、區域公共財合

作。近兩年來，我們也看到十分具體的成

果。在區域經濟合作計畫方面，大湄公河區

域經濟合作計畫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畫皆

因此而獲益；國際貿易與投資合作方面，亞

銀積極支持東南亞國協、東協加三等多種區

域論壇，以促進區域內多邊貿易與投資政策

對話；在貨幣與金融合作與整合方面，亞銀

支持各亞洲論壇財政部長會議、東協加三研

究小組、亞洲債券市場倡議等；在區域公共

財合作方面，我們樂見亞銀致力於推動管制

疾病爆發與其他醫療衛生領域。

本人認為上述的發展皆極具意義，但仍

有不少地方值得深思，以做為未來廣化與深

化亞銀業務的重要基礎。三年以前，東協加

三的非官方東亞智庫網絡曾指出，亞洲區域

經濟發展有三項特徵：高經濟成長、高外匯

存底與高區域內貿易；但應進一步加強風險

管理、強化外匯存底的運用與促進區域金融

合作。三年以來，在亞銀與亞洲國家的努力

下，這些問題皆有所改進，但金融合作進展

仍嫌緩慢。本人以下謹就監控短期國際資本

移動、區域匯率協調機制與持續發展亞洲債

券市場等方面表示意見。

在監控短期國際資本移動方面，由於全

球化的影響，已使得跨國資本流量大幅擴

增，容易造成國際金融市場動盪，而自去年

下半年以來，國際美元看跌，更使得資本大

量流入亞洲地區，十分不利於此區域金融穩

定。本人認為，亞洲國家應正視此一問題，

如能建立有效的國際資本移動監控機制，使

亞太國家得以透過此一機制，分享相關訊息

且採取協調行動，當有助於區域金融穩定。

在區域匯率協調機制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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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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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來，全球不平衡問題與美國次級房貸問題

陸續發生，牽動國際美元的變動，也對區域

金融穩定產生不利的影響。亞洲國家建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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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刻不容緩之事。

在發展亞洲債券市場方面，過去亞洲地

區蓬勃的經濟發展使儲蓄大增，卻缺乏健全

的區域資本市場，將之導引於長期投資。近

幾年來，透過亞銀與亞洲國家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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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朝向強化區域清算機制、區域債

券保證體系、建立區域債券評等機構等方向

邁進；而擴大發行以一籃亞洲貨幣計價的亞

洲債券，將更有助於加速亞洲地區的金融整

合。

不論何種經濟或金融合作方案，本人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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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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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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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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也願藉此一機會，簡述台灣的經濟

表現。去年經濟成長持續上升，全年經濟成

長率達5.7%，高於前年的4.9%，預計今年

仍將達到4.3%的水準。我國物價水準一向平

穩，去年消費者物價僅微升1.8%，今年將維

持溫和的水準。同時，國際收支情況良好，

外匯存底持續累增，民間部門擁有對外淨債

權。多年來台灣致力於政治改革，並展現了

成熟的民主政治，是亞洲國家極具動能的政

治經濟體，我們也長期推動生態保育觀念，

並保有優美的山川地貌與豐富的文化資產，

竭誠歡迎來台觀光旅遊訪問。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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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