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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李可 高洪艳

作 为 东 道 主，法 国 总 统 萨 科 齐 在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十分卖

力，一 方 面 呼 吁 各 国 不 要 在 G20 会 谈

中总是一副“ 各扫门前雪”的模样，而

是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协作；另一方

面，他 也 在 G20 框 架 之 外 积 极 谋 求 对

各类改革的讨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 部 委 员 余 永 定 透 露，法 国 要 求 3 月

底在北京召开大型会议，探讨包括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内的议题。

据《华 尔 街 日 报》报 道，对 于 人 民

币问题，萨科齐去年就曾经提议，2011

年全年分别举办不同的汇率研讨会，

而 第 一 场 将 于 今 年 3 月 底 在 中 国 举

行。当时有法国官员表示已经获得了

中国的支持，而萨科齐也打算亲自主

持在中国举行的研讨会，从而吸引包

括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内的全球高层官

员前来参加。

不过，现在看来，萨科齐的中国行

或许不能如愿完成上述计划。《华尔街

日报》援引 G20 某官员的话称，目前，

中国官员的重视程度并未达到法方的

期望，给这项提议泼了一盆冷水。

报 道 称 ，中 国 官 员 私 下 表 示 ，希

望这场研讨会保持在工作级别，而不

是 成 为 一 个 政 治 秀 。 一 位 G20 官 员

也透露，中国不希望对任何讨论话题

负责，以避免让结论误以为是自己的

表态。

法 国 官 员 称，因 为 组 织 工 作 的 困

难 ，讨 论 会 的 形 式 ，尤 其 是 参 会 财 政

官员和专家的比例都还没有确定。由

于三四月份的国际会议安排已经非常

紧 凑 ，法 方 称 如 果 研 讨 会 确 定 下 来 ，

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进行。

萨科齐憋着劲解决中国汇率问题

巴黎时间 2 月 19 日中午，在法国参加

二十国集 团（G20）财 长 和 央 行 行 长 会 议

的各国财金官员正准备合影留念。为了

拍到满意的“ 全家福”，各国记者从 11 点

半 等 到 12 点 半，终 于 和 那 些 开 了 多 轮 闭

门 会 议 的 大 佬 们 实 现 了 面 对 面 。 但 是，

大 佬 们 的 集 体 亮 相 ，只 有 短 短 的 两 分

钟。东道国法国的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像班长一样维持现场

秩序，等到大家都站定，拉加德只说了一个

词——Smile（微笑）。

画面定格的时候，G20 这些代表们的

脸上终于挤出了笑容。两天的唇枪舌剑、

激烈争论后，他们获得了片刻的轻松。相

比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期间，今年的全球经

济形势要好得多。但是，需要他们探讨和

争论的棘手问题却有增无减。不管是改善

全球失衡，还是货币体系改革，抑或是日益

凸显的粮价上涨和全球通胀问题，没有一

个是轻松的话题。

但是，在此间一次有关金融稳定性的

讨论会上，拉加德的开场语还是尽量保持

风趣。这一席上唯一的女性问：“你们注意

到我和其他代表有什么不同吗？”然后自

答：“我是这里面唯一一位非‘银行家’。”当

时，席上坐着美国财政部长盖纳特、英国央

行行长、法国央行行长、日本财长、欧洲央

行行长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无论是银行家还是非银行家，席间，每

个人一上来的发言都不忘提及“ 理解”和

“ 协 作”两 个 关 键 词，一 如 既 往 地 烘 托 着

G20 的一团和气。不过，这并不影响各国

的小算盘私下打得啪啪响。

握手求同 法国做东雄心勃勃

对于 G20 来说，2011 年或将是一个关

键之年。在过去 5 次峰会的帮助下，全球

经济终于走出衰退步入复苏，但这条复苏

之路的前景并不明朗。在欧美仍旧高达

9%的失业率阴影的笼罩下，在不断上扬的

食品和原油价格带来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的背景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远即近

的威胁下，G20 能否在协调全球经济策略

以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更进一步，

不仅关系到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更关

系到 G20 未来的声誉和影响力。

所以，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法国雄心勃

勃要推动今年的 G20 会议达成良好的成

果。不过，法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表示，

此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最重要的

意义是开启对法国设定议程的正式讨论，

是一个揭开序幕的过程，具体的成果可能

会比较有限。对于会议最终就评估经济

失衡的方法达成一项协议的成果，法国舆

论认为，这为 G20 峰会走向携手合作开了

个好头。

法国总统萨科齐今年初曾表示，法国

在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将把推进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抑制原材料价格过度波

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发展

等任务列为主要目标。但是要达到全球

经济平衡，各国必须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

一致，关键就是要确定一个指标，以评估

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所以，此次财长会

议的要务之一就是确认全球经济失衡的

衡量指标。

记者了解到，2 月 18 日至 19 日召开的

巴黎 G20 财长会议是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

后举行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4 月和 9 月，

G20 财长将移师华盛顿，10 月，会议将再度

在巴黎举行，并出台会议草案，为 11 月在

戛纳召开的 G20 峰会做最后准备。

实际上，G20 财长会议召开的数周前，

与会成员国的相关官员就开始了紧张的预

备会议，并审议编写了一系列议题，最后确

定了今年 G20 会议的工作重点，即：确定全

球经济失衡指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

保证金融稳定、抑制原材料价格过度波动、

建立没有缺陷的金融监管、帮助发展中国

家建设基础设施和为防止气候变化提供创

新基金等。

愿望是美好的，实现是困难的。为了

在这 5 个方面取得突破，萨科齐放出了狠

话。2 月 18 日晚，巴黎爱丽舍宫盛大的宴

会上，萨科齐在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警告

说：“如果我们无所作为，世界经济失衡就

会进一步扩大……希望与会代表不要陷入

无休止的讨论中，要努力实现各国间互利

共赢的合作……各自为政，凡事先考虑一

己之利，最终将扼杀 20 国集团。”发言之

后，萨科齐走下演讲台，和台下的财长们逐

一握手。

虽然当地时间 17 日下午 15 时便开始

了工作组讨论，18 日上午 9 时会议正式开

幕，但是，直到 18 日的晚宴后，G20 财长才

开始了正式会谈。在此之间，各国的分歧

越来越大，火药味一直呛鼻。

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称，此

次中国代表团的行程非常紧凑，甚至从一

个工作组到另一个工作组的讨论，都是一

路小跑的。

动真格的 敲定全球经济失衡指标

能不跑起来吗？考虑到全球经济的

“气压中心”正在东移，货币流动、汇率压

力、贸易顺差等涉华议题在会议期间备受

关注，中国代表团成员只会越来越忙碌。

由于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汇

率问题上中美长期博弈，中国在国际经济

舞台上的“戏份”越来越重。只是，在此次

财长会议期间，谈判的形势始终扑朔迷离，

一位美国记者摇头叹息，说：“中国什么也

不说，什么也没说。”

法 国 财 长 拉 加 德 似 乎 是 言 必 称“ 中

国”，她在一次发言中说：“中国出口并且储

蓄，欧洲消费，美国消费和印钞，这是一种

平衡的经济模式吗？我们希望能在会议上

就这些指标尽早达成一致。即使不能达成

一致，这也不是一场闹剧，法国直到 11 月

都将是 G20 主席国，我们还有时间。”

拉加德说的“闹剧”，是指法国提出的

制定可持续增长框架，确定全球经济失衡

的指标，以解决数届 G20 峰会讨论激烈，但

仍无实际定论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据

称，这些指标包括经常项目、公共赤字和债

务、私人储蓄率、外汇储备和真实汇率等。

显然，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

内部，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

些指标都存在较大分歧。

早在去年 G20 首尔峰会上，中国和德

国就“阻击”了美国提出的经常账户盈余需

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之内的

限制目标。中国一直称其关注的是经常项

目，而非局限于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比

较狭隘的衡量标准。

另外，虽然各国在将公共债务和赤字

水平列入指标方面没有分歧，但是发展中

国家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希望纳入的实质

有效汇率和海外资产规模等数据。贸易商

品流动和劳务流动是否作为贸易平衡的指

标也面临激烈讨论。

虽然拉加德也不得不承认，与会代表

对经济失衡指标的定义“充满争议”，某些

国家将解决目前国内面临的就业、债务、出

口等问题，以及解决连锁债务危机等反映

到会上来，增加了会议讨论的难度。但是，

在 2 月 19 日下午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会议成

果时，她还是颇为自豪地表示：“在界定全

球经济失衡方面，各方经反复讨论达成妥

协，会议同意选取一揽子指标来衡量过度

外部失衡，确定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

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

益与转移账户为衡量指标，最具争议的外

汇储备没有被列入。”

据了解，G20 就失衡界定指标达成共

识后，法国下一步将把这些指标量化，并希

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助下运用

这些指标，在今年底对 G20 成员国存在的

经济失衡进行首次评估。

拭目以待 抑制大宗商品投机

从“抵制”到“妥协”的路有多长？对于

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的确定，每个国家都希

望能够针对国情为自己量身定做，可是，这

个“不可能完成的测验”在各国的闭门磋商

和深度游说后，总算没有“交白卷”。

除此之外，抑制大宗商品投机第一次

在 G20 平台上被列为重点议题。大宗商

品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原材料进口国生

产成本的上升、出口导向国出口收益的下

降以及开放经济体生产运营总风险上升，

而且，无论价格飞涨是源于缺少监管的金

融衍生品市场，还是受控于少数国家，结果

都是——这一问题正在从经济问题演化为

威胁全球稳定的政治问题，例如最近埃及

和突尼斯的危机。

为了化解难题，法国方面在 G20 财长

会议上提议，通过改善库存信息透明度和

限制金融市场投机来控制农产品和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但是，相关专家指出，法国的

这一动作难度系数非常高，首当其冲的便

是遭遇美国、英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强

烈反对。

美、英等国是金融衍生品最丰富、交易

最频繁的国家，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难

免触及其金融交易机制，两国的反对在预

料之中。

作为南美地区的两个主要农产品生产

大国，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和阿根廷财政

部长波乌多也早就协调了相关立场，表示

将坚定地维护原料价格，反对 G20 对国际

粮价进行共同干预。阿根廷政府认为，最

近几个月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并不

是投机泛滥造成的。

对此，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

良性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机制的主导因素

应是“贸易”而非“金融”，中国会坚持反对

不规范金融交易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

响，提示美、英等金融衍生品较多的国家利

用金融，但不要迷恋金融。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会议前夕也

警告，全球范围内食品价格已飙升至“ 危

险级”，并敦促 G20 必须应对大宗商品价

格不断攀升的问题。“ 大宗商品价格呈现

全 面 上 扬 趋 势。”佐 利 克 表 示，2008 年 大

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教训应当

成 为 一 种 警 示 ，G20 必 须 努 力 抑 制 价 格

波动。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今年 1 月，

粮食价格指数比去年 12 月上涨 3.4%，达到

199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乳制品、谷

类、糖类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彭博社近

日的报道也称，食物价格上涨将 4400 多万

民众推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油价则在上

月达到自 2008 年来最高峰。

石油和全球粮食价格的飙升，成为财长

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例如，印尼财政部长

表示，目标是将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行为提

上议事日程。因为投机行为拉高食品价格，

让印尼通货膨胀压力倍增。他还要求 G20

设法压制炒作粮食商品歪风，并设立基金，

提高农作物产量。

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G20 计划于 6

月在巴黎召开农业部长会议，磋商如何应

对全球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这将是 G20

首次召开农业部长会议。磋商的核心内容

为如何在 G20 的框架下制定价格抑制措施

和打击投机。

编者按：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周末在巴黎结束。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与会

各方寻求共识，建立衡量经济失衡的“共同标尺”，以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再平衡。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会上

呼吁 G20 继续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防范经济下行风险。

据悉，4 月和 9 月，G20 财长将移师华盛顿，10 月，会议将再度在巴黎举行，并出台会议草案，为 11 月在戛纳召

开的 G20 峰会做最后准备。

G20财长打算盘 各家自扫门前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