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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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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4日至25日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将聚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召

开第三次首脑会议。这是继2008年11月14-15日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1-2

日英国伦敦峰会后的第三次20国集团领导人聚首。随着20国集团首脑会议从

英国回到美国，广受国内外欢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20国集团首脑会

议，并有机会为世界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匹兹堡首脑会议将就广泛的议题领域进行讨论。它将以伦敦首脑会议达

成的各项成就为基础并拟在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超越。确切的议程及将要取得

的成就还取决于一系列正在进行中的事件。与1975年成立、召开已久的八国

集团峰会不同，新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仍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潜力仍

然有待于各成员国和东道国的探索与设计。召开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伟大倡

议也是最近的决定。由于对金融和经济的关注，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也取决于

峰会举行时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新动向。匹兹堡首脑会议还将受到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日本8月30日选举结果和对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德国9月27日选举

预期的影响。 

匹兹堡可能对各项议程进行全面的讨论，涵盖金融、经济、全球性和跨

国问题以及政治安全领域。宏观经济刺激、负责任的银行、多边贸易自由

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控制气候变化、二十国集团架构将是必不可少的话

题。货币、国内金融管制、金融伦理、反对保护主义、包括食品和健康在内

的发展问题以及伊朗核计划将在峰会第二阶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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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将刺激政策“坚持到底”，而不是急于实行退

出战略。德国和法国受到经济增长的鼓励，希望20国集团取消大量财政和货

币刺激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已经实现了降低大萧条威胁、恢复世界政治力量

的目标。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经济仍在继续萎缩、失业率上升、消费和

信心大幅下跌。他们认为脆弱的经济复苏是前所未有的政府刺激的结果，必

须等到私营部门市场、企业和消费者重新开始正常运作才能实行推出战略。

受到大多数其他20国集团成员的支持，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但是必须着手

设计协调一致的退出战略计划，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将在明年启动。对汇率

波动和失调、国际收支失衡和全球货币制度的切实行动将在实现经济复苏后

展开。 

对于国内金融监管改革的具体细节问题将留给11月份即将举行的20国财

长会议讨论。20国集团领导人在匹兹堡峰会将呼吁对私营公司实行负责任的

赔偿，以平息美国和其他地方公民和立法机关的愤怒。与八国集团最近的承

诺一致，将批准意大利提出的“莱切框架”作为现有企业运行规则的政府间

法规，还可能在德国大选前两天通过默克尔总理建议的“经济宪章”增加法

规的道德基础。 

对于多边贸易，20国集团领导人将再次坚定地承诺反保护主义。他们将

确保私营部门恢复前公共机构贸易融资的畅通。在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

基础上，他们将集中精力推动多哈发展议程最终在2010年展开，真正支持世

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发展。 

20国集团峰会将再次讨论发展问题并推动发达国家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

承诺目标及2015年即将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但匹兹堡无法与伦敦峰

会调动的高达1.1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相比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贫穷国家

的紧迫需要和全球经济刺激。匹兹堡将努力执行伦敦峰会承诺，确保新资源

的有效利用应对新出现的食品和健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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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峰会为国际金融机构增加了迫切需要的资源，匹兹堡将侧重于改革

这些机构，满足迅速发展的、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扩大发言权和投票权的需

要，赋予其与21世纪相适应的现代化的使命和任务。随着2010年春季和2011

年1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修改最后期限迫在眉睫，这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是否愿意放弃自1944年来的特权并转让给对

当前形势至关重要的主要来自亚洲的新兴大国。 

匹兹堡最具挑战性和最重要的议题是气候变化。这次首脑会议可能将达

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融资框架，这也是必需的。联合国

12月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的碳管理机制以取代失

败的《京都议定书》，但会议进程仍处于僵局。在通向匹兹堡的道路上20国

集团领导人将推动绿色刺激和投资、清洁技术开发、推广和转让以及国际碳

交易制度、绿色服务和商品的贸易自由化。 

匹兹堡的最大成就在于20国集团结构并决定何时何地举行下届首脑会议

以及如何将这一进程制度化，进一步证明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和价值。20

国领导人应该决定明年春天是否将在亚洲举行下一届首脑会议，明年4月在

韩国将是一种选择，这也将是对20国集团和全球治理的巨大推动。这也证明

主要国家和新兴国家平等参与的领导人论坛与八国集团共同努力，在复杂多

变、密切联系的世界提供负责任的、有效的领导。正如奥巴马总统在4月伦

敦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观察到的“我很高兴20国集团已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

行会议，因为我相信这仅仅是个开始。一两次会议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

题，我们应采取主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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