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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23日至 2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 在近期英
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竞选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担忧创造的背景下，中国发挥了有

力的领导作用，而像总理李克强表示，已定位自己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 

为了应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挑战，并恢复对全球经济的信心，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将寻求包容性增长，而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 该
公报表示 G20成员将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以支持有包容性，强劲和可持续的
增长。 公报强调了结构改革的重要作用，对框架工作组最近完成的增强结构改
革议程表示赞成，并重申注意各国的具体情况的需要。 在贸易方面，他们重申
对开放贸易体系的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公报所提出的钢铁行业生产过剩问题。
作为一个对中国钢铁生产过剩情况的议论，公报指出有关国家将采取有效的措

施，“以应对挑战，从而提升市场功能，鼓励调整。” 这个问题也将被带到
OECD的钢铁委员会，并有可能形成一个钢铁生产国家讨论与合作的全球论
坛 。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此公报建立在 2月 27日在上海会议发表的财长和央行
行长的声明  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在国际金融架构方
面，财长和央行行长重申了对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的支持。 公报还欢迎
中国在讨论主权债务问题的巴黎俱乐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中国成为会员

的可能。 

在最近的恐怖袭击背景下，成都会议参与者表示了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谴

责，并支持实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的标准，承诺在 2017年三月
前审查进展情况。在气候变化方面，成都会议专注于绿色金融。 财长与央行行
长采用了由中国领导期创建的绿色金融研究组提交的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以及它

提倡的自愿行动。他们鼓励充分和及时执行巴黎协定，以及实现二十国集团

2009年许下的规范并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 

因此，成都会议标志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在二月上海会议中，中国的经济增长
放缓及其他经济问题导致中国被视为全球经济弱势的来源，但在 7月成都会议
上，在各种危机造成的全球不稳定背景下，中国已将自己建立成了一个强力的

领导者和世界稳定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