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e
t
t
y
 
I
m
a
g
e
s

中美二十国集团改革

研究小组：最终报告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进步中心及美国斯坦利基金会于

     2011年底共同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评估二十国集团在中美双边

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中美关系对于二十国集团的影响，希望最终为提高这

一重要组织的效率提出一些建议。中美两国专家（名单附后）分别于

2012年2月、10月在加州圣塔莫尼卡和北京召开了两次会议。会后，研

究小组成员就下列二十点结论达成一致：

一、二十国集团是讨论全球主要经济挑战的一个重要论坛。二十国集团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同

时中美两国对于二十国集团的成功与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首2008、2009年，中美同其它主要

国家一道对史上罕见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全球性的反应。这一合作帮助预防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也加

深了中美之间的互信。

二、今天二十国集团和中美关系都面临新的挑战。早先的成功已成往事，二十国集团似乎已经失去了某些

动力。由于它首要关注的都是一些最难以解决的世界性议题，人们对它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招致了对

该组织的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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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值此中美两国政治过渡、经济调整之时，中美

关系显然具有一些不确定性。

四、通过加大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合作，中美有机

会强化该组织以及它们的双边关系。这种合

作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五、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增强它作为一个非正式

的、由世界各国领袖引领的进程的比较优势。

六、二十国集团已确定了三大核心优先目标：全

球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及国际金融体制管理

改革。这些问题构成了该组织的主要任务。

今后，二十国集团的可信度关键在于形成更

多的成果。

七、包括发展在内的其它问题不仅可以、甚至有

时候应该被列入二十国集团的议程。然而最

近的经验表明，有必要在遴选和处理这些议

题方面加强纪律。主办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期

望在二十国集团会议及其议程上增添本国的

特色。但这种愿望应该受到保持议程集中从

而富有成果这一要求的制约。

八、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提出一个新议题必须

向谈判代表们—即领导人的个人代表—递交

包括以下内容的书面说明：

（一）与核心任务的明显关联（例如，发展

是增长的一个关键成因）及∕或在其它多边

议程中明显缺失该议题而二十国集团却能为

之提供有用的政治指导的解释

（二）关于二十国集团将如何推进该议题以

及如何监督其进程的解释

（三）二十国集团的参与何时终止（即“日

落”条款）

九、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不需要包括二十国集团一般

议程涵盖的所有事项。对于绝大部分事情而言，

所需的不过是领导人们对于手下官员所做的工

作的首肯。这将有助于他们腾出时间来脱稿

讨论脑子里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十、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之余，领导人们应该有

闲暇时间非正式会晤。

十一、谈判代表们应该继续进行议程的准备并监

督其它层面的工作。应该由谈判代表集体

决定召开哪些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会议。

十二、二十国集团谈判代表的助手们（即“雅克斯”）

应该可以去商谈部分的议程，这样一方

面能减轻谈判代表们的负担，另一方面

也能培养大批具有多边合作经验的官员

队伍。

十三、峰会公报应该简洁（最好只有3-4页），

集中谈那些需要领导人们去强调的重要问

题。其它由下面官员讨论和谈判的问题

应该通过另外的文件体现。这些文件应该

反映最新取得的进展及今后的步骤。

十四、为了保持可信度，二十国集团应该实现

它现有的承诺，包括实施2010年提出的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同时中方与会人员

认为二十国集团应该更多地推动布雷顿

森林体制在管理和配额方面的改革。

十五、与会者一致欢迎中国在未来举办一次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十六、无论从是否涵盖了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经

济体，还是从地理意义上的公平代表性来

说，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构成都不是最完

美的；但在近期，成员构成将且应该保

持稳定。举办国应继续邀请包括非盟、东

盟代表在内的固定嘉宾。

十七、理想的状态是在远期逐步更新二十国集

团的成员构成以保持其合法性。例如，

一些美方与会者提出向某种选区制（即包

括各个地域的代表）努力，这或许将会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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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成员的涵盖性并实现成员构成的演变。

十八、二十国集团应该把触角伸得更远—包括关

注那些对于特定问题有特殊意见的国家，

并继续加深与各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十九、与会者讨论了二十国集团秘书处的设想，

但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中方与会者

提出秘书处将有助于提高二十国集团机制

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其余与会者则担心

秘书处会破坏二十国集团灵活、非正式

的特点。

二十、与会者一致同意，为了确保二十国集团磋

商和峰会准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集近三

届主办国的行政能力为一体将是有益的做

法。上届和下届主办国政府可以向本届主

办国借调1-3名官员来组成一个“主办后援

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一大职能就是维

护具有连贯性的、多语种的二十国集团官方

网站，来作为迄今为止所有官方文件的档案

馆。（其它责任还包括分发文件草案、发布

会议日程等。）

二十国集团研究小组成员名单

（按姓氏西文字母排序）

尾注：

    

   卢斯基金会为本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我们

特此感谢他们。

本文初稿形成于会议期间，在最终定稿之前

经过了所有参与者的校阅和修改。虽然并非每个

与会者都同意每一条内容，但除了注明的意见相

左之处外，本文还是总结出了一些大家一致的观

点。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与会者都是以个人身份

发表他们的意见。中美双方与会者均同意把这些

宝贵的成果提交各自的政府和公众。

蒂姆·亚当斯  美国林赛集团执行董事；曾担任

乔治•布什总统的二十国集团谈判代表、财政部

副部长

萨比娜•德万  美国进步中心全球化与国际发展项

目主任

杜艳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交流部主任

易明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

马修•古德曼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

项目主任；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白宫国际经济

事务主任

尼娜•哈奇津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

亚当•赫什  美国进步中心经济学家

黄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布鲁斯•琼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秩序管理项

目主任、高级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

心主任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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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中心系独立的非党派教育机构，致

力于通过进步的观点和行动来提高美国人民的生

活。在罗斯福总统、马丁•路德金等进步的先驱们

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的工作针对的是二十

一世纪的诸多挑战，例如能源、国家安全、经济增

长及机会、移民、教育、医疗等等。我们提出新

的政策主张，批评那些源自保守价值观的政策，

激励媒体报道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且引领全国性

的公共辩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综合性国际问题

研究机构。研究院下设十一个所、两个院直属研

究室、八大研究中心及院长办公室等职能部门。

本院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

问题；国别与地区研究；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

斯坦利基金会追求充满自由、正义的、基于

世界大同和有效的全球治理的稳固的和平。它传

递新鲜的声音、原创的理念以及对全球和地区性

问题的持久的解决方案。本基金会是无党派的私

营基金会，总部位于艾奥瓦州马斯卡廷镇，关注

和平与安全议题，支持有序的多边主义。本基金

会经常与其它机构合作，但不对外拨款。网址参

见www.stanleyfoundation.org。

刘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交流部副主任

斯图尔特•帕特里克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体

制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

基思•波特  美国斯坦利基金会政策与外联主任

钱立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

研究员

戴维•肖尔  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项目官员

薛瑞福  美国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

王文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

所长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

研究所所长

翟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

所长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朱锋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立群  外交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