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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杭州峰会全球聚焦中国引领经济增长的氛围不同，此次二十国集团汉堡峰

会呈现了多元化的声音和观点。除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监管这些

“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议题外，更多的区域议题得到了关注，在 G20汉堡峰会公

报中，与会国家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互惠贸易以及非歧视性贸易；会议议程

重点突出了支持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 G20 与非洲合作的主题；

以及欧洲面临的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与此同时，会场外反对的声音也成为

此次会议的焦点之一。这些反映了当前全球化退潮下，全球性问题并未减少，区

域矛盾更盛的现象。G20峰会所带来的远非美国之后，全球化谁执牛耳的全球权

力之争，而是在发达经济体将重心转向本国利益后，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性

问题，改进当前的全球治理模式。 

第一，在一系列变数的消极掣肘中，给予确定的答案。随着特朗普上台后的

“美国优先”政策，英国公投脱欧以及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国际社会中一直弥

漫着不确定性的阴影。而与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声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

包括 G20在内的多个国际多边对话平台中，一直坚定地支持世界经济走向开放，

互利共赢的大方向。这一坚定的表态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义，即中国支持一个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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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中国回馈给国际社会的是一个确定的中国。前者是中国

充分肯定当前开放性多边国际经济合作体制，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规则的行事模式

以及共同应对挑战的解决问题方式。而后者是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中国不希

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避免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愿意承担起崛起大国

维护当前开放性国际秩序的责任。这两方面的确定性使中国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中

的稳定剂。 

  第二，将发展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答案。发展一直是 G20会议的核心议题。

G20成立之初就是为了以发展应对 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中国提出用联动增长

的方式促进发展的思路与 G20的主旨相契合。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种类

繁多且错综复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现有治理模式中的不合理之处，造成

某些国家，地区或群族并未享受到全球经济合作的果实。而改善这一问题的方式

显然不是停止或削减现有的方式。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将全球经济的蛋糕

做大，寻找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契合点，打通现有合作中政

治，安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民意沟通中的障碍，实现合作共赢，从根本上

解决引发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第三，打通南北对话的障碍。尽管 G20包含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但

这一机制缺乏有效打通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鸿沟的切实措施。

中国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整合了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贡献，填补了发展中国家巨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这一倡议与 G20峰会中强调包容的理念一致，呼吁各国将注

意力放在沿线国家的共同点而非分歧上，打破以往国际社会中以“民主”和“自

由市场”作为入场券，而导致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为一些曾

被国际社会忽视的国家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机会，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

选择是否合作，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分担风险，分享成果，避免这一倡议成为“清

谈馆”。 

  在美欧分歧加剧，欧盟内部矛盾加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合

作机制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之间在进一步推进开放经济，

承担国际责任，以发展促进全球性问题的化解，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公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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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方向发展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这也奠定了汉堡峰会与杭州峰

会有效对接的基础，用实际检验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改革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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