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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 研究课题组

为什么说G20 是全球治理“明星联队”

G20 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从被治理事务来看，G20 机制形成于金融

危机应对的进程中。“钻牛角尖”地说，是通过政府间合作来防范金融危机扩散，

机制形成后，则发展成以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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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间合作机制。

从被治理主体来看，造成金融危机的主体、扩散金融危机的渠道、阻碍全

球经济增长的因素等，现在都不在各国政府机构内部，而是存在于国际金融市场

或社会中，以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或国际组织等多种方式存在，并自有其运行逻

辑——这个运行逻辑不在各国政府主导范围内。

由此，可以说，G20 机制的意义在于：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经济事务，扩散和

影响范围早已超出国家边界，各国政府也就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治理。

尽管当代经济事务的影响范围往往是全球的，但只有在全球经济中占比最多

的大国搭建合作治理机制才有成效，G20 就是覆盖在全球经济 85% 以上的 20 个经

济体的政府的合作机制，可以称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明星联队”。由于 G20 的

影响范围已经比“经济”更大，因此可以称作全球治理的“明星联队”。这个说法

可以传递出两层意思：1.G20 机制是“团队作战”，需要相互配合，每一个成员都

无法靠“单打独斗”实现目标；2.20 个政府有着共同的“对手”即全球经济治理任

务，这个“对手”是整体性的，无法分割成每一个政府能够单独面对的事务。

G20 对中国的长期意义

从 G20 对中国的意义来看，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推进国际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建设。G20 峰会机制源自 G7 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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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协商民主机制，并且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大国协商的全球治

理机制。G7 和 G20 之外的国际治理机制，如联合国、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通常都是按照票决民主的组织原则来构建的。而源自 G7、发扬于 G20 的“协

商与共识”方式，则是国际治理中为数不多的协商民主政治机制。G20 特别重视

协商过程以及达成共识，不搞票决。而这正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与优越性所在。

中国在协商民主政治方面有广泛深入的实践和深厚的积淀，这使得中国在参

与国际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在协商民主制度中发挥特长的潜力，并且能够为推进

国际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建设做出贡献。

二、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方式。G20 机制主要面对的治理对象，就

是充满系统性风险的国际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价值观。而西

方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脱节的实践，则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G20 与当前“经

济金融化”条件下的全球经济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防危机”扩散

机制，二是“经济重建与保持稳定”机制。实际上，至今为止的 G20 主要是在第

一个层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二个层面则收效不显著。

究其原因，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西方大型金融机构，政府很

难“管”他们，因此政府能做的，更多地是“另起炉灶”搭建“防火墙”。而在

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搞建设，西方政府的组织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中国没有

强大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政府一贯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

这对于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来构建服务方式，支持新兴产

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服务有着根本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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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注入全球治理，将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

三、完善“人的全球化时代”的治理机制。随着互联网、全球交通网等基础

设施把全球的社会乃至个人更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社会层面的全球治理形势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已经进入 G20 议程的埃博拉病毒扩散、恐怖融资，到

深刻影响着 G20 议程的中东形势、难民潮等问题，无不有着“人的全球化”的深

刻背景。实现“人的全球化时代”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机制与形势相适应，需要“跨

政府”的合作。

主办G20 峰会的几个具体建议

2016 年主办 G20 峰会，中国将不仅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而且代表 20 国

集团的整体利益，主导处理世界经济全局的大问题。

在现有 G20 各大议题范围内，中国可侧重发挥增长与就业这一优势。中国

经济在 2020 年前将保持 6.5% 以上的年度增速，2014 年我国 GDP 总量占世界约

13%。2016 年将占世界七分之一左右，每年中国经济增长为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一个百分点。我国商品进口每年为世界贡献 1500 亿美元新增市场。境外投资

届时可以达到 1000 亿美元，即为东道国创造数万人就业和可观的税收。

还可侧重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这一议题。中国着重主导维护 WTO 机制和多哈

回合谈判，倡导现行各类区域性自贸安排相互包容和整合。这样既符合广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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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利益，也可以争取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

目前西方七国 (G7) 仍然在相关多边场合协调内部立场，形成一个更大的拳头。

金砖国家虽然也形成了 G20 机制内的相对组合，但力度不如 G7。比较可行的是

迅速推进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安排，同时适当扩大到包括墨西哥、土耳

其和印尼三国，形成另一种新兴八国（G8）。

G20 的直接作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金融监管

改革。但这三方面，我国不处于有力地位，话语权仍然被发达经济体控制。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和投票权改革应当继续支持和推动，但不应是重点。因

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虽然增加了份额，美国却毫发未损，仍然掌握着实际上的否

决权。所让渡的是欧洲的份额和权重，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德的主张与我更加接

近。需要认真研究的是，由于 G20 和美国政府无法有效监控华尔街，新的金融危

机爆发的可能性无法排除，而且有一些专家预测可能在 2020 年代晚些时候发生。

为了应对这一可能性，更强有力地推进改革，今后似应适当调整为多与欧盟

协商改革方案，重点放在推动储备货币多极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进入国际

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同时如前所述，建立新兴八国的外汇储备安排。

另外，也可争取在中国建立 G20 若干行动中心，侧重取得实效。根据我国优

势，可以考虑投资促进中心，绿色经济创业中心等，从而把 G20 机制落地，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果。

（执笔人：王文、何伟文、贾晋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