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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年年间间，，从从““危危机机救救兵兵””到到““世世界界引引擎擎””
中国为解决全球治理和大国关系问题搭建桥梁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高大上的议题
个个与民生相关

去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
任G20主席国，习近平致辞时提
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
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
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
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
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
益。”一语道出G20的终极目
标——— 让民众共享增长带来的
红利。

G20峰会是主要经济体在
全球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平台，
除了峰会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之外，G20还涉及金融、气候
变化、反腐追赃、能源、贸易和投
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
等农业问题、劳动力就业、民间
社会、妇女、青年和智库等方面
内容。目前，在G20框架下围绕上
述内容，已经召开了数十场各层
级会议，体现出G20将更多人纳
入全球经济增长体系中来，也预
示着会议成果将会更快、更直接
地体现在日后民众的生活中。

比如，今年首次纳入G20峰
会议程的绿色金融，将会撬动国
内约年均3000亿元绿色债券、超
过1000亿元绿色保险、超过500
亿元的绿色基金以及数以万亿
元的绿色信贷，将会极大地促进
国内绿色产业的发展与环境生
态建设。G20还会制定创业行动
计划，将一系列政策建议与具体
实施方式运用到中国，会大大帮
助国内增加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G20重
点议题之一的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尤其是各大国对人民币将在
10月1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
篮子决议的再确认与再支持，将
减轻中国人“钱袋子”的缩水压
力，增加人们旅游、留学、海淘的
便利，跨境投资也将更为便捷。
粗略估计，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能为中国贸易、民众出国消费年
均至少省下3000亿元交易成本。

同时，全球宏观经济的改善
将为中国深化改革带来红利。世
界经济向好，将有利于中国增加
出口，这意味着国内的就业机会
也将随之增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
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
短期内遏制住了经济继续下探
的趋势，但从中长期来看，导致
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高，
各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世界
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仍未解决。

中国正在进行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以推
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此次，中方
将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提法纳入
G20的主要议题，通过各国改革
激发各国及世界经济的增长，使
得普通民众收入有所保障。

引领作用愈发明显
话语权在提升

今年7月1日，习近平再次指
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
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
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
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
了算。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建设，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
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

针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
调整和改革，习近平也曾清楚地
指出：“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
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
完善。”G20杭州峰会给了中国这
样一次历史机遇，第一次主导全
球经济治理层面的顶层设计，进
一步巩固中国G20全面增长战
略最大贡献者之一的地位。

但是，这个机遇绝不是轮到
中国主办峰会这么简单，具有建
设性、可行性和代表性议题的设
置和助推达成更多有效成果，根
本上要依靠的是自身实力。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基础是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体量，
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
大贸易国的底子，还有从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地区乃
至全球的成功表现。如今的中国
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不
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当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低
迷之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表现
抢眼。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的地位稳步提升，2010年在世
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
4.42%，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银
行第三大股东国。也正是在对这
一年的GDP统计中，中国正式超
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
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第九
次峰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倡导做共促经济改革的发展
伙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
苏向可持续增长转变。有专家表
示，这次G20峰会给人最大的感
受在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
国对全球经济的引领作用越来
越明显；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
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多，
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

今年1月26日，中国在IMF
的份额占比从3 . 9 9 6%升至
6 .394%，超越德法英，成为仅次
于美、日的IMF第三大股东国。
此外，“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
投行、丝路基金等的相继推出和
成立，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全球
经济治理的版图和话语系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玉认为，中
国主办G20峰会的最大意义，在
于继续推动新一轮国际金融治理
改革的同时，结合国内转型发展，
塑造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G20由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
转型，推动中国国际制度性话语
权和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

站在新的起点上
让世界之水活起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
近8年，世界经济仍然没有重回
正轨，下行压力挥之不去。老的
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风险不断涌
现。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增长，成为亟待破解
的现实命题。

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重
要转折点，人们对中国寄予厚
望。“中国主办G20峰会不仅是
G20重生的契机，而且将成为国
际合作重生的契机。”加拿大前
总理、“G20之父”保罗·马丁如此
判断。“中国接任G20主席国是一
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开端，为
解决全球治理和大国关系问题
搭建了桥梁。”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

实际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
所处的发展阶段，既存在与其他
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展中国家
类似的诉求，同时也出现了与发
达国家相似的一些问题，而正是
这一特殊性使得中国成为连接
两大群体的纽带，在兼顾双方利
益的基础上发挥协调沟通作用，
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进一
步增强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

“2016年中国举办G20峰会
将扮演三重领导角色——— 连接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桥梁的
构建者、落实已有政策的促进
者、全球经济创新增长的助推
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
的文章，道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G20主席国角色的普遍认可。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吕克托
夫特指出，中国作为G20主席国，
把发展放在峰会议程的突出位
置，表明中国是负责任大国。

因为有30多位主要经济体
的政府首脑和主要国际组织负
责人与会，G20峰会已然成为中
国今年大国外交的一大缩影。也
正因如此，可以说中国已经站在
了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心。

9月3日，在B20开幕式上，习
近平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新起
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
讲。他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
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
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
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
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
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我们
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
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
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人们期望在风光旖旎的中
国水乡携手共进，清除当前全球
经贸河道上的种种淤塞，跨越阻
碍世界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沟沟
壑壑，共同铸就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进程的新坐标，让世界经济这
片浩瀚的水域真正活起来。

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国际在线等

这是一群新朋旧友的第十一次聚首。八年前，从华盛顿到戛纳，从圣彼得堡到杭州，二十国集团正
经历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国，从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西方无奈之下请到G20峰会的

“救兵”，乘势而上，变身为当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逐渐走向
舞台中央。

中国将正在国内推进的结构性改革，纳入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中，突出顶层设计，与各方一道明确
了九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这种议题设置上的主动有
为，反映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当。反过来，G20峰会的成功举办和成
果落实，又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国内改革和国际地位提升。

■聚焦G20

中国今年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成功地引入”G20峰会议程。这一议题的
成功引入，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将二十国集
团从讨论短期全球金融危机管理转变为从
长远角度讨论世界发展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相信杭州峰会将会助力全球经济，尤其
是非洲大陆经济的发展。非盟“2063年愿景”
提出建立一个互通互联、参与全球科技创新
的非洲，这与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不谋而合。

塞内加尔总统
麦基·萨勒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
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契合当
今世界经济的需要。

埃及总统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美方欢迎中国对全球发展、维和事业所
作贡献。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打击跨国犯罪等
执法合作，探讨在经贸和投资方面同中方建
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在推进区域和全球安
全等更广泛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

美国总统
奥巴马

南方赞赏中方引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聚焦联动发展、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等发展议题，并特别关注非洲发
展，愿密切同中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
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框架内合作。

南非总统
祖马

G20峰会将影响每一个人，“因为峰会
制定规则”。每一个G20成员切实执行峰会
成果，每一个G20成员都将受益，且这种效
果是倍增的。

经合组织秘书长
古里亚

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
治理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需要相互理解，而中国在这方面
可以贡献智慧，分享经验。

沙特阿拉伯亲王
图尔基

21世纪是亚洲世纪，亚洲国家应携手努
力，共创稳定与繁荣。印方将配合中方，推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印度总理
莫迪

中国已经重新跻身世界前列，承担起
与新的大国地位相应的责任，致力于维护
世界稳定。为此，中国不仅在联合国框架内
作出大量政治努力，还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积极参与全球增长和治理。

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

国国外外政政要要点点赞赞GG2200杭杭州州峰峰会会
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中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听听

这些国外政要怎么说。

资料来源：新华社、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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