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20 汉堡峰会可延续杭州共识 1 

7 月 7 日-8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第一大港口城

市汉堡举行。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塑造联动世界”，这与去年 9 月召开的杭州峰

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高度相关。在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汉堡峰会与杭州峰会保持连续性，有助于

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 

G20杭州峰会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振国际贸易和投

资、促进包容联动式发展等方面着手，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最终

达成了 29项成果文件，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就推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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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达成了共识，进一步明确了 G20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体来看： 

其一，创新增长方式，挖掘增长潜力。从增长来看，保持增长动力的可持续

性，通过创新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任务。中国

作为杭州峰会的主席国，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推动增长目标的实现。创新增长方面，

将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议题首次纳入议程，强调把握科技创新、新工

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

开放增长方面，中国提出了加强 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努力构建开放性世界经

济，激发世界经济增长活力。改革增长方面，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积极推进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各国自身要推进结构性改

革，以改革促进增长。 

其二，秉持共同发展理念，推动包容联动发展。发展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

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会，

展现了其独特的发展理念：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

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规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

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不仅成为 G20 发展历史上的首创，

还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二十国集团不应只关心二十国自身的事

情，也要关注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此外，杭州峰会还就气候变化、

难民危机、反腐败等全球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而汉堡峰会可能在落

实杭州峰会成果上发力，包括重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等。主办

方德国更是把“承担对非洲的责任”列为议题之一。 

其三，推进 G20机制化建设，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

的平台，具有极强灵活性、成本较低、高效率等优点，但是缺乏长效机制性安排，

面临着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机制性制度转变的任务。杭州峰会期间，中国积极推动

G20的机制化，一方面在 G20框架下建立了更多部长级会议机制；另一方面，努

力扩大 G20 与其他国际治理制度的协作，中国积极推动 G20 同联合国、77 国集

团、APEC 等组织加强对话，邀请东盟主席国、非盟主席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

划主席国等参会，拓宽了 G20治理的制度合作渠道。 

其四，注重行动力。杭州峰会力推动 G20峰会从“清谈馆”向“行动队”的

角色转变，以办事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也注重实效，明确希望在汉堡峰会上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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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作为“责任共同体”的角色。 

总之，杭州峰会上达成的共识聚焦于增长与发展、G20的机制化建设与行动

力，成为 G20 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成果在过去一年里经受住了磨炼和考验，

初步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方面的抱负与能力。中德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为汉堡峰会与杭州峰会的有效对接奠定了基础。因此，今年的汉堡峰会与杭州峰

会在主题上有相当的契合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杭州共识的延伸。 

在世界经济低迷、欧美差异增大的情况下，中德两国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体现国际责任、带动全球经济发展、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方面具有共识，

可以在汉堡峰会上互相协作，达成更多的成果，推动全球治理公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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