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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带来了各国经济联动性的提升。任何一

个经济体的经济波动，都可能迅速牵动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是全球经

济危机，更加深了各国对沟通对话，加强合作的认识。在 2009 年二十国集团匹

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已晋升为首要的世界经济论坛。因此，从全球治理的角

度来研究二十国集团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职能效果和面临的挑战，具有重

要的意义。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二十国集团这个多

边论坛的舞台上发挥作用，也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研究议题。本文将从二十国集团

的诞生、演变为出发点，研究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和职能，并运用模型分析其职能

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后结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历程和作用，研究中国如何

在二十国集团这个平台上承担其国际责任。 

 

关键字 ： 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职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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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en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greatly increase 

the economical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Even single economics fluctuation 

will probably affect other countries’ development shortly. It is especially the global 

economics crisis that deepens the awaren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t 

the Pittsburgh summit, G20 was designated to be the premier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Thus, it means a lot to explore the G20 and its functions,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challenges faced. Meanwhile ,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to 

argue what China,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 should do on this 

multilateral stage——G20.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reation and evolvement of G20 to explore the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s it plays. Based on several systematic frameworks developed by G8 

scholars , a new framework is introduc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s and existing 

shortages of G20. Combined with China’s progress and functions in G20, this paper 

suggests what China should do to undertak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Key words : The Group of Twenty; glob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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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与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

国际金融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世界经济形势动荡不安。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意识

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协调各自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将自身和世界经济重新引入

平稳的轨道中。 

1975年11月，法、美、英、日、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六国在法国的朗布依埃第

一次举行六国首脑会议，1976年加拿大加入，七国集团正式成立。1997年俄罗斯

加入七国集团峰会讨论，2002年俄罗斯取得了在2006年担任峰会轮值主席国的权

利，标志着七国集团正式演变为八国集团。八国集团不仅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稳

定的与高层次的交流平台，而且为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并且履行协议，商议、决

策和执行提供了平台。八国集团影响的领域从 初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安全

和其他社会各领域。同时，八国集团在各领域的影响程度也在逐渐加深，这使八

国集团对重大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把握能领先一步，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局势的掌控

能力。 

八国集团的成立是基于一种设想： 强大的少数几个西方大国实现联合，共

同主导国际事务。但是自八国集团成立以来至今，各大国家发展速度差异巨大，

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重要的一点就是集团之外的新兴大国的崛

起。尽管集团依然保持着整体的绝对力量优势，但由于没有囊括新兴大国，该集

团无法有效地控制世界局势。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打击了新兴

市场经济国家，也波及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既

看到了现存国际机构的弊端，也意识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推

动下，1999年6月的七国财长会议提出了“共同努力建立一个非正式机制，以便

各个地区重要的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展开对话①”。同年6月在德国科

                                                 
① “七国财长会议给科隆经济峰会的报告”（1999 年6月），载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信息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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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同意了七国财长会议的提议。9月，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

华盛顿举行，决定“同年12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邀请世界上各个地区重要国

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建立新的非正式

对话机制①”。七国财长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二十国集团的诞生。从1999年二十国集

团的诞生之年到2007年，二十国集团已经走过了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其

内部运行机制日趋成熟，得到了成员国的广泛认可，但二十国集团所发挥的改革

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全球治理的作用并非十分显著。直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经济合作才引起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重视。2008年二十国集团由部长级会议上升为首脑级会议，先后

召开了华盛顿金融峰会、伦敦金融峰会、匹兹堡金融峰会和多伦多峰会，在合作

刺激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以致掀起了二十国集团

取代八国集团的呼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

切，相互依存关系更进一步加深，任何一个经济体发生变动，都可能迅速波及全

球，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世界各国陷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

机的情况下，更应该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这个全球重要国家沟通对话，加强合作

的平台。因此，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国集团，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和作用，分析二十国集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金

融领域。世界上发生的经济波动都会很快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在

这种形势下，研究二十国集团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所能发挥的作

用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http://www.八国集团.utoronto.ca/finance/fm 061999.htm. 

① “七国财长会议声明”（1999 年9 月），载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信息中心网http://www.八国集

团.utoronto.ca/finance/fm992509st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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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综述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二十国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二十国研究信息

中心。国内理论界对八国集团及二十国集团研究与国外同行相比，有着较大的差

距。可寻的关于二十国集团的文献 早始于 2000 年，目前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

构或组织。 

关于二十国集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类是以二十国集团本身的起

源、发展、功能为研究对象；第二类是以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题，或达成的共识

为研究对象。第三类是将二十国集团与其他国际组织、国家联系起来，研究它们

之间的关系。 

第一类研究集中于对二十国集团的起源、发展、组织功能的研究。John 

Kirton(1999)①介绍了二十国集团的起源，宗旨，性质，二十国集团对中国的态度。

二十国集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目标是“加强重要

的经济体就关键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开展更广泛的对话，促进合作达到稳定持

续的世界经济增长，并受益于所有国家”。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

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

的欧盟和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

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金融货币理事会和发展理事会的负责人也参加二十国集团的部长会

议。对于中国的加入，在整个进程中不存在任何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呼声。相比而

言，有一些反对澳大利亚、韩国、土耳其、阿拉伯的建议。文章认为，二十国集

团的重要性取决于它本身的一些机构要素，包括七国集团的控制，两年的主席国

轮换周期，其历年年初会议与七国集团会议的联系，为会议做准备和支持性工作

的副部会议，对 IMF、WB 和外部专家资源的调用，“组织工作团队以检验和推

荐与其主旨相关的事宜”的能力。G20 Secretariat(2008)②介绍了二十国集团的起

                                                 
① 摘自 John Kirton(1999): The G7,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② G20 Secretariat(2008): “the Group of Twenty: A History”, <www.g20.utoronto.ca/docs/g20histo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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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构成、宗旨和进程，并简要评价了二十国集团的运行效率和机构效率。关于

运行效率，文章列举了成员国对二十国集团运行效率的意见，指出三角式运行机

制(Trokia)、一年的主持周期和无固定秘书处都得到成员国的赞同。有些成员国

认为二十国集团与非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的行业团体之间的活动应该增

加。关于机构效率，文章指出，虽然二十国集团支持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政策制

定者们能够为某些议题面对面商议，提高了相互信任和政策的制定效率，但政策

的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比如全球不平衡问题，贸易自由化问题，仍然没得到解

决。汇率安排和外汇干预问题仍是一直讨论的议题。但二十国集团在微观经济改

革中却有所成绩。比如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都统一使用国际承认的，布雷顿森

林机构设立的代码和标准。所有成员国都已采用应对恐怖主义融资和其他滥用国

际金融系统的行为。但文章同时也指出，在某些程度上，这些改革措施能否加强

国际金融体系和减少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脆弱性，还未见分晓。学术界对二十国

集团效率的看法不一。Richard Samans ， Marc Uzan ， and Augusto Lopez-Claros

认为：“二十国集团只是在不稳定的 初几年后，作为一个政策制定机构而诞生

于世”。①John Kirton 认为在其运行的 初六年时间里，“二十国集团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 20 个平等成员组成的灵活机动，富有创新性的机构，在全球治理领域

内有效地执行商议，指导和决策职能”。②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澳大利

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学者认为，虽然两者都对二十国集团抱有积极态度，但

它们认为二十国集团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致力于正确的议题。③ 来自多伦多大学

的 Peter Hajnal 评价说：“二十国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自主权，非正式的

集团”，“它的议程已经大大扩展到其七年有效期，”“它已经不再具有处理与

国际金融事务有关的全球议题的主旨和能力。”④ Alan S. Alexandroff(2010)⑤从

                                                 
① R. Samans , M. Uzan, and A. Lopez-Claros, op. cit., xvii. 
② J. Kirton, From G7 to G20: Capacity, Leadership and Normative Diffusion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Paper prepared far a panel on “Expanding Capacity and Leadership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G7 to 

G20,”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Hawaii, 1–5 March,2005),12. 
③ C.F. Bergsten ,“The G-20 and the World Economy,” Statement to the Deputies of the G-20, Leipzig,Germany, 4 

March 2004, World Economics, 5, No. 3 (July-September,2004) p. 27-36.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Geeing Up the G-20,” Policy Brief, (Sydney, April 2006) 
④ P. I. Hajnal, op. cit., 156. 
⑤ Alan S. Alexandroff(2010): “Challenges in Global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for G-X Leadership ”, policy 

analysis brief, March,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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