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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发展议程不可或缺 

查晓刚1 

发展问题和G20的世界经济可持续强劲平衡增长框架密不可分，因为发展问题是世界经济能否健康增长的基

础。G20具有落实和推动联合国经济议程的责任和权利。2016年是落实2030发展目标和推进气候变化议程的重

要开局之年，能否有实质性的落实举措对最终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具有重要意义。G20作为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

指导机制，发展问题成为G20明年的工作重点是应有之义。 

再有不到一个月，中国就要接任2016年G20主席国。G20是国际经济领域的首要论坛，中国则既是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各界不仅期待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推动这一论坛就全球经济稳

定和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在全球发展问题上做出更多贡献。本文对G20在发展问题上的角色

和中国可以推动的领域略作分析。 

G20在应对发展问题上的责任和权利 

由于传统上发展问题作为国际议程一直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无论是过去的千年发展

目标，还是最近的2030发展议程，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而G20无论是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层级期间，

还是在升级为峰会机制之后，主要议程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金融问题。因此，有人就对G20是否有必

要或者有责任涉足发展问题提出质疑。 

    解答这个质疑，其实就需要弄清楚两对关系。一是必须明确发展问题和G20的世界经济可持续强劲平衡增

长框架密不可分。尽管G20峰会最初几年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解决世界经济短期问题，但是总的来说，G20

还是需要应对世界经济的长期问题，而发展问题是世界经济能否健康增长的基础。二是G20具有落实和推动联

合国经济议程的责任和权利。G20成员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因此只要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议程，G20都有推动

和落实的责任。由于G20是国际经济论坛，因此它也主要是推动和落实联合国关于世界经济领域的议程。尽管

G20的决议不应该代替联合国的议程，但是在和联合国议程目标总体一致的情况下，其推动作用是应该受到鼓

励的。 

    另外，2015年是“发展大年”。7月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发展筹资大会，

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2030发展议程》，为今后15年的全球发展

事业设定了目标，年底还将会在巴黎举行气候变化大会。这样，2016年就成为落实2030发展目标和推进气候

变化议程的重要开局之年，能否有实质性的落实举措对最终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具有重要意义。G20作为最重要

的全球经济治理指导机制，发展问题成为G20明年的工作重点是应有之义。 

G20明年应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和促进全球发展事业 

                                                                 
1 查晓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发表于上海证券报 2015年 11 月 11日 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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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要推动2030发展议程与各国发展战略相融合。2030发展议程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有17

个目标和169个子目标，涉及方方面面，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或参考作用。为了有效推进2030发展议程的落

实，G20成员国首先自身需要制定落实战略，其次要帮助欠发达国家根据2030发展议程和其本国发展阶段、发

展特点和发展需求制订相应的落实战略。 

    二是要防止金融风险和国际资本快进快出对国际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自从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

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数轮量化宽松，金融市场风险已经有所集聚。美国货币政策收

紧的前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减速则使得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流出。G20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发

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遭受的金融冲击进行预防。选项之一是在G20范围内扩大货币互换网络。目前，

美、欧、英、日、加、瑞士等六大央行已经建立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网络，对稳定发达国家的金融

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东亚区域也已经有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中国本身也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双边货币互

换机制。但是，G20中其他新兴市场大国尚缺乏这样的货币互换网络覆盖。现在需要考虑如何在G20成员国之

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全覆盖的货币互换网络，以强化发达国家成员和新兴市场大国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防止它

们发生金融动荡冲击全球的发展事业。 

    三是要帮助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首先是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地区释放“人口红

利”，其次是帮助建设基础设施。 

    四是应重视当前全球贸易投资体制中对发展问题的忽视。由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

开始通过新的超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新型贸易投资规则，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开展了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

的谈判。但是非常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任何当前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这可能让它们进一步被排除

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之外，对它们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此，G20应该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在谈判区域或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时，必须纳入发展章节，对欠发达国家给予特殊待遇安排，增加它们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可

能性。 

    五是着力推进三方合作战略，实现合作共赢。目前，围绕如何开拓当地市场和获得项目，G20成员国中的

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等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甚至产生相互猜疑，这对各方都不利。G20

应该推进在发展问题上的三方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各方比较优势，努力实现合作共赢。但同时应该强调，三方

合作必须要尊重项目东道国的意愿和利益。 

六是保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

发展就没有和平。近年来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由此引发的难民

危机也成为周边国家的巨大挑战。尽管其背后原因复杂，但美欧等强权前几年进行的各种干预难辞其咎。为此，

G20 应该强调避免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内部事务横加干预，尊重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维

持各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安全，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