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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G20 发挥疫情期全球经济治理协调作用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举行，习近平主

席将于当晚在北京出席。此次峰会由 G20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办，由于疫

情限制首次以视频方式举行。除 G20 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的还有西班牙、约旦、

新加坡和瑞士等国领导人，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区域组织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与国际组织负责人。 

疫情当下，召开此次特别峰会意义重大。截至 25 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达 43.8

万多例，死亡超过 1.96 万例。G20 上升成为峰会机制还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之际，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危机治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轮由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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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带来的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亟需 G20 再次发挥

其危机应急和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协调机制的作用。从举办方式和参与代表看，此

次特殊峰会的召开重新显示出疫情治理和危机应对的紧迫性，亦彰显了 G20 在

此关键时刻希望就呼吁各国合作抗击疫情、稳定经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等发挥

重要的平台作用。 

在疫情防控和治理方面，要借助 G20 平台呼吁各方通力合作。例如，不仅

在成员国层面，亦要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的协调中，呼吁各方在治疗手

段、疫苗研制、信息共享和防止疫情扩散等方面共同努力、合力抗疫。自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采取了及时、严格和彻底的抗疫措施，积极调动政策工具箱，统筹

物资和人力，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防止疫情扩散，为世界抗疫战赢得宝贵时间。

此外，及时分享疫情信息，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例如主

动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以便疫苗和有效药物的研发、科学家的线上会诊研讨和必要

情况下提供医疗物资、医疗人员的援助等，都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球经济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骤升。疫情冲击不断辐射到经济领域，不仅

使经济全球化“休克”，全球供应链出现某种程度断裂，还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

定。加之一些深层次问题长期存在、发酵及受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骤升，

例如美股及其他相关国家的股市相继多次发生熔断。因此，此次特殊峰会，各方

需要进行有力协调：在经贸领域抗疫优先，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促进贸易

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稳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在货币金融领域，应加强政策协

调，同步出台有针对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疫情治理逐步步入可控性阶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力

促疫情后复工复产。中国有信心保持经济的疫后复原和平稳健康运行。除了做好

自己的事，为其他国家经济恢复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也积极加强对国际金

融市场运行的监测和研判，为国际经济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设性意见，呼

吁为部分欠发达国家抗疫工作和经济稳定提供多边和双边国际援助，共塑国际金

融市场稳定，避免触发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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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维持世界秩序稳定，G20 亟需协调大国一致，

敦促各方摒弃成见，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各国的博弈者特性不同，客观上决

定了大国仍是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近年来，美国相继退出各种多边

国际秩序，进一步加深了公共产品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疫情当下，赤字的严峻

程度和破坏性都大大提高，特别是随着疫情蔓延，部分欠发达国家处境相当危险。

在应对疫情方面，由于医疗资源匮乏、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其脆

弱性非常高。面对传染病等跨境传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抵抗。中国为疫情治理及以往相关的全球卫生治

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物品，也展现出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探讨规避经济风险、进

行跨国政策协调、共谋全球经济治理的诚意，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

国愿与相关国家求同存异、联合抗疫，我们也期待各国携手，积极动员国际资源，

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