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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G20

GG2200的的中中国国印印记记
两次担任主席国，首提制定反腐追逃高级原则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从外围到中心
两次任主席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1999年9月，七国集团（G7）财
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华盛顿开
会，同意建立由主要发达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二十国集
团（G20），共同应对国际金融
问题。同年12月，G20创始会议
在德国柏林举行。

G20成员总人口占全球的
2/3，面积占全球60%，GDP占
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的
80%，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共同应对
全球性问题的有效多边机制。

不过，G20在创始会议上
便强调，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和世界银行框架内的
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换言之，
在当时G7及后来的G8仍在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举足轻
重角色之际，G20成为国际舞
台上G8的配角。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迅
速崛起，G8无法完全视而不
见。它采取的策略是吸纳，1990
年代曾多次邀请中国等几个主
要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其中，但
后者持谨慎观望态度。

随着G8应对全球挑战能
力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以及中
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更积
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G8与
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建立起了一
套新机制。2003年，中国应法国
之邀，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
国家作为对话国，首次参加G8
峰会，其后又在英德等国的推
动下加入G8+5对话会，即“海
利根达姆进程”。

中国是G20的创始成员，
并于2005年首次作为G20主席
国，成功举办了第七届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两次副手
级会议以及研讨会等活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
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议将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
G20领导人峰会。同年11月，
G20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 金 融 市 场 和 世 界 经 济 峰
会”——— G20领导人首次峰会。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受邀出席G20华盛顿峰会，标

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全球治理的
中心位置。同时，G20逐渐成为
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并
大有取代G7成为应对重大经
济和金融问题的主要全球治理
平台之势。

此后，G20领导人先后在
英国伦敦、美国匹兹堡、加拿大
多伦多、韩国首尔、法国戛纳、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俄罗斯圣
彼得堡、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
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峰会。其
中，2009年4月和9月分别在伦
敦和匹兹堡举行了两次峰会，
2010年6月和11月分别在多伦
多和首尔举行了两次峰会。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将
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
论坛。从2011年戛纳峰会开始，
G20每年举行一次峰会，标志
着G20领导人会晤机制化。

2016年G20杭州峰会，是
中国第二次担任G20主席国。
自2015年12月1日正式接棒至
今，已先后举行了4次协调人会
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
4次副手会议，以及23场专业部
长级会议等。

从议题到主题
引导顶层设计

中国是G20的建设者和贡
献者。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中，中国就已担负起负责任
地区大国的重任，从而使得那
场危机没有演变为全球性金融
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
经济体陷入低迷，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为全球
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
2013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
增长量的37 . 6%。2014年，中国

对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是
27 . 8%。2015年，在世界经济整
体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对全球
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超过25%。

2013年以来，习近平连续
三次出席G20峰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在圣彼得堡，中国提出发
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
新理念；在布里斯班，中国提出
关于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的3点建议；在安塔利亚，中
国提交涉及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金融体制改革、市场活力提
升等领域的10项重点承诺。

“二十国集团的任务是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当前形势下，
亟需我们回答两个问题：一是

‘怎么看’，要精准把脉世界经
济形势；二是‘怎么办’，要为促
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开出良
方。”去年在安塔利亚，习近平
如此定义G20峰会的任务。

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
中方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
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杭州峰
会主题，并设置了创新增长方
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
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板块。

在中国的努力下，G20达
成了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
明，出台了首份G20全球投资
指导原则，并提出加强区域贸
易协定透明度、确保与多边规
则一致性，以此来反对近年来
逐渐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方首次将“创新”列为核
心议题之一，提出制定创新增
长蓝图及创新行动计划、新工
业革命行动计划以及数字经济
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方提出制
定反腐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并
在华设立研究中心；首次将发
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
的突出位置，首次制定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中国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
顶层设计，主导制定《杭州行动
计划》，各方明确了结构性改革
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

则；在中方推动下，各方认为应
采取措施促进基建投资、扩大
全球总需求，为中长期经济增
长打基础。

此外，中国重启了国际金
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建立更加
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
构；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
G20议程，创建了绿色金融研究
小组；还首次提出建立公平、公
正和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
序。据统计，G20杭州峰会有望
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将成为
历届峰会成果最丰富的一次。

发展中国家参会
数量史上最多

中国外长王毅此前曾表
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是中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而本次杭州峰会将成为G20历
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数量最多
的一次峰会，在组成上更具代
表性，更富包容性。

中方邀请了今年东盟轮值
主席国老挝国家主席本扬、非
盟轮值主席国乍得总统代比、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
内加尔总统萨勒、77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泰国总理巴育，以及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和埃及总统塞西作为嘉宾出席
杭州峰会。此外，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也受
邀出席G20杭州峰会。

G20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
平台之一，其关注范围不仅局
限于20个成员。为了确保能听
到全球所有地区的声音，G20
还需要全方位了解成员以外其
他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在全球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变化，以
及G20决策对其产生了哪些影
响。而这正是每年G20峰会邀请
嘉宾国出席的目的所在。

在嘉宾国行列里，西班牙
以及东盟、非盟、非洲发展新伙
伴计划的主席国是“固定嘉
宾”。此外，每年G20的轮值主

席国在举办峰会时还会邀请几
位本地区国家领导人作为嘉宾
与会。去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
会时，土方邀请了新加坡和阿
塞拜疆。今年杭州峰会，除了新
加坡，哈萨克斯坦和埃及也获
邀与会。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外交的基础
之一，也是中国外交的侧重点
之一。作为G20核心成员和今
年的东道主，中国邀请多个发
展中国家领导人与会，在这一
全球治理主要平台上增加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参与度，有
利于这一群体表达诉求，这也
成为本次G20峰会的一个中国
烙印和主要特点。

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就
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前
夕曾说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
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去年10月，习近平指出，全球治
理体制变革正处在转折点上，
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
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
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
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印尼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
苏尔约诺认为，中国努力利用
G20平台，推动建设一个能够
更多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利益
和诉求的多元国际经济新秩
序，“杭州峰会有望成为未来全
球经济新秩序的转折点。”

中国的行动，不仅为G20
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而且将
在推动并创新全球治理体制模
式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中国的
贡献，首先源自中国自身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
政策措施，更来自增长路径的
设计和互利共赢的实际行动。
中国一方面承受动力转换的阵
痛、结构调整的压力，一方面以
自身的努力和定力持续为世界
经济做出贡献，成为世界经济
的“稳定器”与“压舱石”。

据新华社、人民网等

G20最初作为全球主
要经济体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机制，中国是其创始
成员。自1999年G20诞生以
来，中国参加了历次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
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后，
中国国家主席参加了历次
峰会。多年来，中国在参与
G20机制建设的同时，积极
提出中国方案，为G20打下
了独特的中国印记。

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式。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倡议G20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

席声明，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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