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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中的二十国集团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二十国集团（G20）

由于其特殊地位责无旁贷。3 月 26 日，G20 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特别峰会并发表了声明，强调要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维护世界经

济，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然而，G20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必须推出一些新措施，才能有效回应各界期待。 

 

G20 面临的挑战  

G20由七国集团（G7）、金砖五国（BRICS）的 12个国家和韩国、墨西哥

等七个重要经济体以及欧盟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也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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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会议。G20首次会议于 1999年召开，参加者包括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

目的是为了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以后再次发生此类危机。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为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将 G20 升格为领导人参加的

峰会。在 2008 年 11 月举行的 G20 华盛顿峰会上，各成员达成了共识，出台了

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各方采

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以降低金融风险，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以畅通全球贸易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金融危机得到了有效克服，

从而避免了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也就是从华盛顿峰会开始，G20开始在协调各

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2009年 G20匹兹堡峰会正式确立 G20为

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近几年，峰会的议题逐渐从单纯的国际经济领域拓展

到了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讨论。 

由于 G20在应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疫情给

世界带来严重影响、亟需各方携手应对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期待 G20 再次挑起

重担，协调各国共同抗疫，加强各方经济政策协调，稳定全球贸易和经济，提振

全球市场信心。但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冲击，G20要发挥其应

有作用，仍面临着重大挑战。 

首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及世界经济带来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冲击。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在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大规模暴发。为了抗击

疫情，很多国家采取了类似“封国”的强力措施，按下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暂停

键”，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也因此遭到了破坏。根据 IMF3 月 14 日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为上世纪 30年代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疫情的暴发恰逢各国经济政策空间枯竭之际。

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美国频繁“退群”并到处发动贸易战以及英国脱欧等

事件已导致全球经济承受重压。在货币政策方面，多个主要国家采取低利率甚至

零利率政策，大大压缩了货币政策空间。在财政政策方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已

经导致多个重要经济体债务的攀升。IMF 前副总裁朱民表示，自 2008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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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平均上升了 50%，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也平均增加了 30%。

债务过多容易造成财政风险，恶化的债务状况也使得各国政府出台财政政策刺激

经济的空间大幅缩水。 

其次，G20 的机制削弱了其能真正发挥的作用。从 G20 自身来看，现阶段

其框架仍具有“临时性磋商体制”性质，G20不设有秘书处等执行机构，这就使

得 G20 欠缺实体性、约束性和执行力。从而导致其出台的声明、达成共识的执

行效果大打折扣。G20虽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这种代表性也使其成员的诉

求和关注点并不一致，容易导致内部不团结，从而削弱其作用的发挥。事实上，

G20很难就关键议题达成一致。以美国为代表的 G7对 G20的态度就比较消极。

G20是为了克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成立的，金融危机后 G20也就失去了发

展动力。再加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以美国为首的 G7国家对 G20心

存戒备，担心自己的主导地位被削弱。 

G20 一些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摩擦也导致了 G20 的低效。特朗普政府上

台以后，美国频繁挑起与中国的经贸摩擦，并在高科技领域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

行限制。美国与俄罗斯也是摩擦不断，双方在克里米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上矛

盾重重，甚至互相制裁。内部不团结导致各方很难进行一致行动。本次疫情中，

美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污名化，对中国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进

行攻击，并称中国开展的对外援助带有“政治目的”，这就严重破坏了合作的氛

围。在这种不信任和不团结的氛围下，指望 G20 国家紧密合作抗疫，是很困难

的。 

 

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疫情  

截至 4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多国仍处于暴发期，国际社会团结抗疫迫在眉睫。

为助力抗疫斗争，G20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更多

资金、加强执行力，发挥应有领导作用。具体来说，G20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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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非常重要： 

第一，制定落实 G20 特别峰会所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特别峰会发表的声

明仅是行动指南和框架，是原则性和指引性的，落实到执行层面还需要明确细节

以及配套的执行机制。而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继续恶

化无疑会给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带来严重冲击。病毒无

国界，只要还有一个国家深陷疫情，就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这就迫切要求 G20

制定出明确的行动路线图以及可行的计划。 

第二，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减轻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各国以

及相关国际机构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为此，有必要加强 G20 成员

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现阶段各主要成员的利率已经很低，推出进一

步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容易造成溢出效应，所以相关国家

在推出货币政策时应注意不损害他国利益。各成员也有必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

政策的科学实施。在出台金融信贷政策时要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金

融风险。在推出财政政策时则要防止负债过高而出现债务风险。G20成员也应加

强与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力度。无论是向全球注入五万亿美元的计划还是进一

步的刺激政策，G20都需要和世界银行、IMF等组织进行配合。G20成员还有必

要加强卫生部长会议与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间的协调。当前，G20央行行长和财

长会议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需要加强卫生部长会议和与央

行行长和财长会议间的政策协调，共同制定 G20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动

计划。 

第三，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资金。面对

迅速扩散的疫情，G20有必要推出紧急资金援助计划。G20成员应增加向WHO

缴纳的会费。WHO作为国际社会合作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核心，经费的充足是

其有效履行职能的重要前提。而当前WHO的经费严重不足。G20成员应尽快填

补WHO“新型冠状病毒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中的资金缺口。包括向 COVID-19

团结应对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提供资金。G20成员



 

5 
 

应加大对非洲等地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在 G20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

峰会的声明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和小岛国的援助。这些国家是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中的薄弱环节。如果疫情在这些

国家蔓延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 G20 应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包括向

这些国家提供资金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帮助其应对由疫情导致的医疗和经济双

重危机等。在 4月 15日召开的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上，通过了 G20“暂

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以应对因疫情导致的低收入国家债务脆弱性风险。

这是 G20帮助贫困国家应对疫情的很有必要的举措。 

第四，加强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链建设。全球共同抗疫涉及卫生、贸易等多

个环节，这就需要各国、各个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疫情的突然

暴发，相关医疗物资成为宝贵的抗疫物资。G20有必要就进一步畅通医疗物资的

国际贸易进行协调，包括取消关税壁垒和流通障碍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

还导致部分医疗物资的生产遇到了困难，这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很多

医疗物资都需要国际分工进行生产，疫情突然暴发导致供应链中断，造成生产停

滞；二是虽然一些医疗物资在很多国家中都可以生产，但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生

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就需要通过信息沟通和国际合作来促进全球医疗物资

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G20应该协调WHO、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加强医

疗物资的供应链网络建设以加快医疗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全球范围内医疗物资认

证标准的统一也非常重要。G20有必要与WHO和WTO等国际组织协调合作，

尽快制定全球范围内通行的医疗物资认证标准。 

第五，加强 G20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对接以增强其执行力。由于 G20

缺乏像世界银行和 IMF 等的执行机构，所以其倡议并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这

就有必要确定 G20 与世界银行、IMF、WTO 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探索

建立“G20+国际组织”的模式，即以 G20 首脑峰会为政治引领，以世界银行、

IMF和WTO等国际组织为实施平台，从而使 G20会议达成的共识能够得到有效

执行。长远来看，有必要将 G20 由临时性机制转变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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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重大问题的平台，从临时性论坛转为常设国际机构，设立秘书处等机构以

加强约束性和执行力。 

第六，加强 G20 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疫情不分国界，每个国家都不能独

善其身。各国只有协力，才能最终战胜疫情。因此在大疫当前，一些国家应该停

止政治攻击和污名化行为，停止以邻为壑，以便各方团结起来共同抗疫。 

在史上罕见的疫情面前，国际社会期待 G20 团结和引领国际社会共同战胜

疫情。如同上文指出的，G20要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还面临一些挑战。G20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以后，并没有在各国合作抗疫方面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疫情仍然在很多国家快速蔓延。G20内一些成员之间不团结和不协调的声音和举

动也一再发生。4月 14日，美国特朗普政府还以WHO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不

力”导致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为理由，暂停向WHO缴纳会费。这种行为在 3月底

刚刚召开了特别峰会，峰会声明要求各国要支持WHO工作的背景下发生，遭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这一系列事实都显示 G20 要想团结国际社会共同抗疫

仍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