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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价值和今年峰会对
策的若干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1999 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的 20 国集团（G20）及其系列会议，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了全球最主要的多边战略经济对话平台。今年 9 月

5-6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七次 G20 首脑峰会（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于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算起），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有全局性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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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的重要平台，需要充分用好。

G20 地位和积极作用的总体评估

    一、就全球性多边战略经济对话平台的意义而言，超过迄今任何一个国际

体制或平台。

    G20 峰会及系列会议具有以下特点：

    1、参与方既有足够份量，又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20 国集

团（含欧盟）占世界人口 60%，经济总量 80%， 贸易额 90%。同时，与传统

的发达国家俱乐部 G7+1 不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了 10 个，正好一半。

因此具有很高的全球性和权威性。APEC 峰会、东亚峰会、欧亚峰会等虽然也

十分重要，但属区域性，没有全球性。

    2、对话范围涵盖几乎所有经济金融领域。包括通常 G7 进行的各国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主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治理和改革，

联合国主管的千年发展计划，世界贸易组织主管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联合国

气候大会主管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

    3、形式既灵活，又具一定执行力。它本身属于非正式会议，但由各国元

首出席，并有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一运作层面，因此执行力很强。它还有企

业 20（B20）、青年 20（Y20）、劳工 20（H20）和智库 20（T20）。

    二、G20 协调各国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有所下降。

    历次峰会及其系列峰会，对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协调各国努力，管控金融

市场动荡，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世界金融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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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时，协调比较好。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 各

国利益差异日益显现，G20 作用有所下降。2011 年起欧债危机再次拖累世界经

济下行风险增大，各国央行竞相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基本上各干各的。G20 的

协调作用更不如 2009-2010 年时期。

    三、迄今 G20 历次峰会成果，大体上符合我相关主张。

    1、我国领导人和财长、央行行长参加了历次 G20 会议，不仅直接参与金

融危机后全球协力，克服危机，推动复苏和治理金融体系的努力，而且较充分

地阐述了我国的政策主张。其中不少得到会议采纳或呼应。例如关于提高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地位；关于刺激内需，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关于推进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关于稳定世界汇率市场；关于推动节能减排，

应对气候变化；关于关注世界粮食安全等。

    2、历次 G20 峰会的最后成果即领导人宣言，基本上符合我国思想和主张。

以最近一次即 2012 年墨西哥洛斯卡博斯峰会领导人宣言为例，其中心是增长

与就业并通过洛斯卡博斯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支持增长，促进金融稳定和全

球复苏；表示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与资金来源改革，增

强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支持 WTO 的核心作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支持多

哈回合进程；增强粮食安全，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发展议程的核心为消除

贫困；推动绿色增长等。而且，我国在这一平台上有更多机会充分阐述在每个

领域上的主张，并同其他国家建立了比较实质性的工作关系。

    3、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较快增长，大大提高了我国在 G20，并通过

G20 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我国一些重要领域的成功实践，对 G20 起到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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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作用。例如习主席 3 月份参加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期间确认的建立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的计划，已经体现在俄罗斯筹备峰会的纲要中（提出建立基础设施多

边银行）。

　　　4、G20 峰会提出的某些不利于我的声明或方针，也比较温和，与美国

有关指控有很大不同。关于人民币汇率，表述是欢迎中国朝向更多以市场为基

础的形成机制改革。关于再平衡，也是一般性地讲述全球逆差国和顺差国的不

通要求，并未指责中国。我国队这种世界再平衡的论断并非完全赞同，但基本

上可以包容。

G20 的局限性

    G20 虽然作用很大，不可替代。但局限性也很明显。

    一、在所涉的任何一个领域都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例如：

    1. 各国增长和就业宏观政策的协调，还是各国说了算。或者在会上签了字，

会后也可以我行我素。洛斯卡博斯宣言几次提到要特别注意各国宏观政策的“溢

出效应”。但美联储在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就宣布启动 QE3。上月又宣布有序退

出。给世界股市、汇市、金价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

回美国。据总部设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跟踪世界 4.5 万个基金管理（资金 17.5 万

亿美元）统计，6 月份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合计 198.6 亿美元，其中最后一周

流出 56 亿美元，创该公司 1995 年开始跟踪以来最大单周纪录。而 1-5 月是净

流入 181 亿美元。截止 6 月末的状态是上半年净流出 17 亿美元。G20 的协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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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放在一边。

    2. 稳定金融市场，还是国际货币基金更直接发挥作用。针对美、日、欧、

英四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今年 2 月份举行的年会

都认为风险不大，所以日本朝量化宽松变本加厉。

    3.  即便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制约不了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

4 月份提出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各国量化宽松短期内有利，但中期内风

险增加。国际清算银行 6 月 23 日公布的年报则要求各国央行考虑退出量化宽松，

以免拖延世界经济增长。但不久，英欧央行宣布继续宽松，日本则加码。

    4. 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改革，主要推动力不在 G20，而在该组织。G20 只

是推波助澜。但决定作用在各国政府。迄今改革方案仍未得到美国和其他一些

主要成员批准，因此还在期盼。

    5. G20 洛斯卡博斯峰会领导人宣言关于推动多哈回合的墨迹未干，美欧就

着力分别推动 TPP 和 TTIP。把多哈回合摆在一边。

    6.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平台仍然是联合气候变化大会。它尚且举步维艰，

G20 更难有作为，只是造造舆论。

     ( 二） 与现有多边体制甚多重叠。G20 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已有现成

的多边机制，最后解决问题，仍然要靠后者，难以跨越。所不同的是，20 国领

导人达成一致放行了，他们在相应体制内就容易决定并行动。但 G20 一般性言

论有余，而具体约束性决定或项目不足，因此难以发回更大作用。

    （三）没有代表世界最弱势群体的利益。20 国集团是由大国组成。但世界

国家的绝大多数是小国和穷国。它们虽然经济总量小，但代表了主权国家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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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和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难点，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粮食安全、减贫、

气候变化等。光靠 20 国集团开会是没有用的。

我国今后参与G20 的基本方略建议

    一、G20 作用仍然不可小视，而且有增强之势。主要根据是 : 

    1. 其最深刻的经济基础是全球化正在进一步演变到第四阶段，即以网络和

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大生产规模 ( 广度 ) 和内涵 ( 深度 ) 都将进一步发生重

大变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边界”将进一步模糊，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

业链进一步融合。因此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必将持续增强；

    2. 统领现代全球化经济的最重要要素依然是金融。世界金融体系的运作尤

其涉及每日每时的协调和风险。因此，世界金融治理将在相当长时间内进一步

凸现。

    3. 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威胁到全人类的利益。联合国体制过于庞杂、低效，

必须有介乎联合国和各国之间的主要国家平台进行协调。

    二、我国的基本方略可考虑

    1. 低调、务实。不必因为世界瞩目就大肆宣传，而应认清到，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世界经济的主要体量和治理权、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美国及其他发达

国家手中。我们应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这一宗旨下充分做文章。

    2. 尽可能充分参与 G20 的一切活动，了解和掌握世界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

的脉搏、风险和如何管控，不断熟悉和增强参与驾驭世界经济治理的能力，并

不断提高我国地位。除峰会和财长 / 央行行长会议外，尽可能参加企业 20，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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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智库 20，并新创 20 Plus， 即在 G20 框架下，就重大突发性问题举行工

作和智库层面磋商。

    3. 主动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主张或项目，主导部分进程。倡导建立 G20 基

础设施信息平台，建议设立 G20 峰会秘书处等。

    4．充分利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份额和管理体制的机遇，除了争取更大份

额外，更重要的是推动特别提款权构成的改革，增大人民币比重并推动人民币

朝向国际储备货币发展。

对参加圣彼得堡G20 峰会的一些建议

    本次峰会主要议题设计较好，我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目前主要议题按重

要次序排列是：1. 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框架；2. 就业；3. 国际金融架构

的改革；4. 加强金融监管；5. 能源可持续性；6. 所有人的增长（粮食安全、基

础设施、金融包容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7. 增强多边贸易；8. 反腐。对此，

我们的重点可考虑：

    1. 提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和增加就业的新主张：

    （1）可以公开建议欧元区进一步放缓财政减赤的步伐，重点转入增长和

就业，争取下半年实现零增长，明年一季度转为正增长。为此，中国愿意为欧

元区进一步提供进口市场；

    （2）针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普遍放慢的情况，中国愿尽快启动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运作，尽早启动若干基础设施项目，并呼吁尽快建立多边开发银行。

    2. 强劲主张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对部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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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损害提出异议，并强调在“大金融”的国家监管思路下提

出稳定国际货币市场的具体主张。

    3. 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份额和管理问题上，不一定必须与新兴经济体结成

一体，反对发达国家；可以在此问题上分化欧盟与美国。增加我国份额固然是

好事，但相应削减的欧洲国家份额，美国份额无变化，因此仍然掌握否决权。

这并不是理想的结果。而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问题上，我们和欧洲国家立场接

近，而与美国有较大差异。

    4. 高举 WTO 和多哈回合旗帜。针对美欧重点转入 TPP 和 TTIP 区域性自贸

协定谈判，而把 WTO 放在一边；在 WTO 框架下力推信息服务谈判，而把多哈

回合放在一边的态势，并鉴于今年 12 月份 WTO 巴厘部长级会议能否达成早期

收获成功，对多哈回合成败至关重要这一紧迫性，首先大力呼吁本次峰会就此

作出明确的、积极的声明，并在会前和会中双边会晤中给美国、欧盟、巴西、

俄罗斯和印度做工作，争取得到金砖国家明确支持，美欧形式上不表示反对。

在这方面我不妨发挥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