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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的G20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新
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
展受到世界瞩目。在国际事务
中，它们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
显。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即是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
西哥等国家在内新兴经济体，和
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
团(G20)，取代了七国集团(G7)
或八国集团(G8)在国际经济事
务中的领导地位。

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生
的G20，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强势崛起。它使新兴经济体第
一次能与发达国家平等地讨论国
际经济事务，也反映出国际经济
格局的新变化。如今的G20中，新
兴市场国家已占据半壁江山。

从2008年第一次举行G20
峰会至今，G20在全球治理中的
投入和创新不断增加。通过中国
等新兴经济体的争取，举步维艰
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了重大
突破。2009年，G20峰会关于国
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达成共识：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
5%的份额、世界银行3%的投票
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并承诺将
补充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进一
步推动世界银行改革。

这些实质性的进步，都标志
着G20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治
理的主导平台。

IMF给美国设定时间表

9月11日晚，在2014年夏季达
沃斯论坛上，来自中国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再
次敦促美国推进IMF改革方案，
并为美国通过相关改革设定了最
后期限：2014年12月31日。

早在2010年12月15日，IMF
就批准了涉及其份额和治理改
革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IMF
的总份额将增加两倍。新兴经济
体将从发达国家手中获得6%的
份额。其中，发生变化最明显的
当数中国。按照方案，中国的份
额将从3 . 996%增至6 . 390%，成
为IMF第三大份额国。此外，方
案中对执行董事会的改革完成
后，欧洲国家将向新兴经济体让
出两个席位。

这 份 提 升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IMF中的话语权的方案，反映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
济实力的消长。不过，在所有欧
洲国家都已通过相关法律议程
的情况下，改革进度在美国这一

关止步不前。虽然美国政府也在
2010年修订了IMF的改革方案，
但并未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美 国 独 占 I M F 投 票 权 的
16 . 5%，拥有绝对的表决权。朱
民称，美国国会没有积极遵循国
际谈判的结果，让IMF和其他成
员国非常失望和不满。如果2014
年12月31日前，美国国会仍不能
通过相关方案，IMF将不得不绕
过美国，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经
济体的股权。

朱民说，为了 IMF的权威
性，这一进程必须推进。实际上，
如果IMF不能及时扩大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该组织自身也面临被边缘化的
危险，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存在价值也会削弱。

金砖银行提供新选择

今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六次峰会在巴西福塔莱萨举
行，其间正式宣布成立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金砖
国家开发银行的初始资本1000
亿美元，由中国、俄罗斯、印度、
南非、巴西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
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银行总
裁由各国派人轮流担任，首任总
裁来自印度。

至 此 ，占 全 球 陆 地 面 积
26%、占世界人口42 . 6%、占全
球经济总量21 . 1%、占全球外汇
储备40%的金砖国家有了首个
跨区域的国际金融组织。

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世
界银行和由欧洲主导的IMF，代
表着美欧主导的世界金融和经
济秩序。IMF成立的初衷，是为
了帮助二战后受创的欧洲重建。
尽管二者也试图做出一些改革，
但因为阻力重重而并未取得实
质性突破。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
中所占比重达24 . 5%，但中国、
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
在IMF一共只有10 . 3%的投票
权。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不给力”，金砖国家自然会
选择另辟蹊径。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的成立，不仅能为金砖五国自
身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基础，还
可以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获
得利息较低的长期贷款。在世界
银行和IMF之外，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更多的选择。更有评价认
为，这将是世界金融发展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将
开启自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
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全
球金融秩序再平衡的新时代。

“挑战”而非颠覆

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在
许多国际事务上都有所体现。在
2009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上，由发展中大国中国、巴
西、印度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
国”力挽狂澜，促成《哥本哈根协
议》出台。协议提出把全球平均气
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不到
2℃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也
必须实现。这令有“全球气候领
袖”之称的欧盟大为逊色，显示出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
断增大的话语权。

2013年9月1日，巴西人罗伯
托·阿泽维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总
干事，他也是首位来自金砖国家
的总干事。如今，WTO的159个
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成员是新兴
经济体。

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
国家发起的“挑战”，还不足以颠
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抱
团”的国际组织来看，G20峰会越
来越成为多边协作的重大机制，
但自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它每
一次决议能否推行，都面临重重
挑战。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
值得喝彩，但它想要成为一个和
世界银行、IMF分庭抗礼的新机
构，现在也只是刚刚起步。

角力还在继续。在已经进行
了 1 3年的WTO多哈回合谈判
中，因为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兴
市场国家之间的分歧，至今只在
2013年12月7日达成了“巴厘一
揽子协定”，这份WTO成立18年
来多边谈判的“零突破”来之不
易，也只是为多哈回合谈判递上
了一块“垫脚石”。

2009年达成的《哥本哈根协
议》，虽然表达了各方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提出建立
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但仅仅
是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政治
协议。9月23日，2014年联合国
气候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
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
理解分歧，仍是博弈的焦点。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国家的崛起和美国、欧洲主导力
量的消退，将继续在竞争与合作
并存的态势中展开较量。罗马并
非一日建成，而帝国也不可能在
一天里倾覆。未来的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还将长期处于过渡和调
整期。

如果说一战彻
底改变了世界政治
格局的话，2008年爆
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则深刻地改变了世
界经济格局。全球经
济的重心开始从发
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
体转移，新兴经济体
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
增长的主导力量。

随着发展中国家
的群体崛起，国际力
量对比也发生重大变
化，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也在渐进式地改变
着。从G2 0崛起，到
IMF、世界银行改革，
再到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设立，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在国际事务中的话
语权逐渐提升，新兴
市场国家越来越多
地参与到全球治理
当中。

2014年7月，在巴西福塔莱
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五
国领导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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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文

IMF总裁拉加德
2014年6月曾谈及该
组织总部可能从华
盛顿搬到北京，以呼
应中国日益增强的
影响力。

2014年G20峰会
将于11月在澳大利亚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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