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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很高兴主持今天的研讨会。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有关创建“东

北亚银行”的背景及进展情况，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一一一、、、、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背景情况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背景情况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背景情况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背景情况    

    1、东北亚经济论坛的基本情况 

该论坛建于 1988 年，是国际区域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美国

夏威夷。这个论坛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该论坛致力于研

究和推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开发，每年轮流在有关国家召开会

议。论坛会议重点讨论东北亚地区的能源、交通、通讯、金融、地区

开发等问题。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

蒙古、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前官员、专家学者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代

表。论坛会议已连续召开十三次年会，其中第一次和第九次年会在天

津召开。 

 2、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建议的提出   

    最初是 1 9 91 年，在天津召开的东北亚经济论坛第一届年会上，

由韩国前总理南德佑先生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

学家马洪同志提出的。主要是想为这一地区大量的基础设施、跨国的

合作开发项目等，拓宽长期性的资金来源。银行性质类似于亚洲开发

银行，也可吸收民间资本入股。各方代表对此很重视。当时专家们分

析，这个地区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将长期资本从国际市场融通到东北



亚，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新的融资机制，而现有的融资渠道缺口较大，

这为成立东北亚开发银行提供了依据。而后，在每年论坛会议上，创

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呼声不断增多，成为历次会议重点讨论的内容，

并建议各国政府关注此事。由于设立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涉及因素较

多，操作起来复杂，1997 年之前，基本处于论证重要性、必要性阶

段。之后，论坛委托有关专家对方案进行了具体研究。 

    3、我国有关方面的基本态度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人民银行、原国家计委、中国亚太研究会等方面的有关领导

和专家参加过论坛会议。我国参会代表基于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推

进区域经济合作，带动国内经济建设，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开

放形象等的考虑，对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始终表示了赞同态度。1997

年，在蒙古召开的论坛第 7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根据临行前国务院

有关领导关于“在推动东北亚地 K合作与发展的各个问题上持积极态

度”的指示，表达了中国代表对组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认同，并将会

议情况向当时正在蒙古访问的钱其琛副总理作了汇报，回国后又向国

务院领导写了报告。1988 年 3 月，时任中国建设银行干事长的周道

炯同志经朱镕基总理批准，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东北亚开发银行问题

专家咨询会议，提出要进一步论证好该银行的作用，选择好建立的时

机，积极听取各国政府的意见。特别是 1999 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的

第九届东北亚经济论坛会议上集中讨论了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设立问

题。会上，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作了“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促进发

展”的演讲，强调了天津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



的重大意义。马洪同志强调，扩大东北亚地区合作，必须要有金融的

支持和保证，并肯定了天津关于创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宾同志希望

会议能够在建立东北亚银行方面有新的进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李伯溪同志建议拟议中的东北亚开发银行总部设在天津。这次会

上，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亚行前副总裁卡兹先生还提出了创建东北

亚开发银行的框架方案。会议在拟议创建银行问题上取得共识，并写

入通过的《天津宣言》，会议强烈主张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主要发

展基础设施。会议呼吁为此事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采取步骤，

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这个银行必然设立在东北亚地区。论坛很高兴

地注意到，东北亚开发银行总部已经被建议设在天津，各国与会人员

还一致提出，希望把组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建议尽快提交给各国政府

研究，争取各国职能部门介入此事，实际推动银行的组建。 

二二二二、、、、近年来天津所做的努力及进展情况近年来天津所做的努力及进展情况近年来天津所做的努力及进展情况近年来天津所做的努力及进展情况    

    天津会议之后，2000 年 2 月，天津市成立了东北亚开发银行天

津推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和推动此项工作。 

    2000 年 5 月，由东北亚经济论坛专门邀请有关人士，在天津召

开了推动东北亚开发银行筹建工作非正式会议，在小范围内对创建东

北亚开发银行的有关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论坛主席赵利

济主持，亚行前副总裁卡兹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设想；中国

代表团团长、中国亚太研究会先生以专家身份参加会议；日本与会者

有东北亚经济研究院主席金森久雄、国际协力银行理事等；韩国与会

者有前总理南德佑、前副总理李承润、财政部国际经济课课长等；中



国与会者有马宾、周道炯、李伯溪、国务院研究室邹平以及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参加。会上，天津市提供了总部选址的初步方案。

各国专家进一步沟通了想法，深入探讨了组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设想

和技术性问题。大家普遍认为，这个问题不能长期停留在研讨阶段，

需要各国政府介入并开展对话，进行实际操作。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代

表认为，日本大藏省国际局可以作为日本政府的对话窗口。韩国财政

部国际经济课代表提出，韩国可以财政部作为窗口。各方都十分关注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 

此后，天津市继续依托东北亚经济论坛，为推进创建东北亚开发

银行作努力。2001 年 4 月，在长春召开的论坛第 1 O 次会议通过的

《长春宣言》，重申了《天津宣言》关于创建东北亚开发银行的提议，

继续强调了总部设在天津。2002 年 3 月，在美国阿拉斯加第十一次

论坛会议通过的《安克雷奇宣言》中，再次重申了天津市在推进筹建

东北亚开发银行中的积极作用。2003 年 9 月，天津市长戴相龙在访

问日本、韩国、美国期间，与赵利济、南德佑先生，就促进东北亚的

区域经济合作和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共同探讨了进一步加快争

取筹建银行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2004 年 2 月，东北亚经济论坛在日本新泻召开工作会议。原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宋健出席会议并作基调演讲。他在演

讲中强调指出，“请联合国组织配合东北亚 6 国寻求国际资金资源，

加大对该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我们强烈支持建立东

北亚开发银行的建议。”天津代表团团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述



祖作了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主旨演讲。在《新泻宣言》中，写入“创

建东北亚开发银行不仅完全必要，而且更加紧迫，要以积极务实的态

度，探索实质性推进的可能"的文字表述。 

2004 年 9 月，天津代表团参加了在汉城召开的东北亚经济论坛第

1 3 次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

并做主持演讲，阐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对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五点思

路，指出“设立为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合作的区域性银行是一个创举。

不管是官办、民办还是官民合办，都可以探讨和论证。希望会议在设

计东北亚开发银行方面能够取得某些突破。”  

三三三三、、、、关于推进创建东北亚银行的几点建议关于推进创建东北亚银行的几点建议关于推进创建东北亚银行的几点建议关于推进创建东北亚银行的几点建议    

                有关建立东北亚银行的框架方案随后将由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有关建立东北亚银行的框架方案随后将由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有关建立东北亚银行的框架方案随后将由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有关建立东北亚银行的框架方案随后将由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

做详细的介绍做详细的介绍做详细的介绍做详细的介绍，，，，这里我只强调一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我只强调一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我只强调一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我只强调一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有关东北亚银行的性质及其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关系 

东北亚银行的性质：我认为应是次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 

东北亚银行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是不冲突的：东北亚银行可以与

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开展各层次的合作。 

（二）东北亚银行的资本金制度和出资方式 

为了加快推进建立东北亚银行，东北亚银行的组建方式和出资方

式是否可以考虑采取分阶段的模式： 

先由东北亚地区内有意愿组建东北亚银行的部分国家率先出资，

设立东北亚银行，然后根据银行业务的开展逐步扩展成员国。 



另外，如在东北亚银行创建阶段，由各国政府直接进行协商，可

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推进。可否采用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由各国国

内具有政府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由政府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

进行相关的谈判和磋商，这种方式能否加快东北亚银行设立的进程。 

（三）天津作为东北亚银行总部所在地的建议 

1．国家环渤海开发战略下天津的发展前景 

环渤海经济圈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目前，环渤海地区

开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即将成为国家经济重点开发地区。 

未来天津滨海新区将是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龙头。“加快天津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

走好这步棋……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

署……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未来规划中，滨海新区将会完善六大功能：

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贸易和航运服务、现代物流、科技和管理创新、

滨海休闲旅游、改革创新的示范。 

2006 年 6 月 6日，国务院通过中国政府网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

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

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并

从天津滨海新区的实际出发，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这

说明，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全国先导性、探索性的改革试验基地，这

又为在天津设立东北亚银行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政策支持与运作环境。 

2．天津在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天津东接太平洋，南连京九铁路，西通横贯亚欧大陆的三条铁路

线，且处于连接朝鲜、韩国和日本三国与亚洲大陆俄罗斯、蒙古和中

国内陆地区的中心地位，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天津港是京津都市圈发展物流产业的一个重要优势，也是东北亚

地区构建强大的物流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天津港同时以北京市、天

津市两个城市为依托，围绕港口附近密集的海上、公路、铁路等多种

运输网络构成了以港口为中心的综合交通网络，使现代物流得以在京

津都市圈内产生和发展，进而辐射整个东北亚地区。 

3．天津良好的金融环境基础 

随着天津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投资环境大为改善，天津多

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已经初步成形。随着天津成为中国加入 WTO

第一批金融开放城市，大量中外金融机构入驻天津，仅 2000 年以来就

有多家金融机构总部选址天津，此外多家国内外知名金融企业也都在

天津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渤海银行是 1996 年以来中国批准成立的

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是全国第一家拥有外资原始股股东的商

业银行，它的成立更加体现了天津优良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中央政

府和市政府对天津金融业发展的大力扶持。 

4．京津都市圈的优势 

继日本东京—横滨，韩国汉城—仁川之后，北京—天津有望成为

东北亚地区第三大都市圈，因此将东北亚银行总部设于天津，相当于

是设在了京津都市圈内，不但可以利用天津的资源，更可有效的借助

北京作为中国金融、信息、科研中心的力量为银行的决策、业务服务。



京津都市圈的优势主要包括区位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