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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由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组成的 20 国集团论坛是在 1999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做出决定的。建立论坛的目的是

“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开展非正式对话的一项新机制，拓宽具有

系统重要性的大国之间关于核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的对话，推动

合作，以寻求稳定的、可持续的、并且有益于全人类的全球经济增长”

（七国集团，1999）。在 1999 年 12 月柏林召开的第一届 20 国集团部

长会议上，七国财长将邀请“在全球各地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的

财长们”，以及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共同与会。 

首次正式提出创建 20 国集团可以追溯到 1999 年 6 月 18 日七国

集团科隆会议发表的首脑声明。在那份声明中，领导人在对建立金融

稳定论坛（FSF）和 IMF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IMFC）表示欢

迎之后，提出“承诺一起努力建立一个新的非正式机制，以便推动具

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之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开展对话。” 

实际上，从最初提出的 GX 想法，到 1999 年 9 月最终创立 20 国

集团，这是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七国集团成员国的

不同态度影响着这个新机构的发展前景。法国和意大利一开始是反对

建立 20 国集团的，因为他们害怕这个新机构会削弱 IMF 的权威，而

当时 IMF 的主席是他们的同胞康德苏，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支持 IMFC。

美国和日本则是非常支持成立这个新机构。英国也是支持的，不过有



所保留，因为担心 20 国集团会削弱 IMFC 的实际影响力，而 IMFC 的

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人布朗。所以他们最初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对这个新

机构的讨论议题进行限制。加拿大持支持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加拿

大希望能看到一个更加广泛的、更加正式的商议机构，并且希望这个

新机构能够比先前的 22 国集团更少地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原来

的那个 22 国集团是由克林顿提议的，建立于 1997 年的 APEC 会议。 

20 国集团的第一任主席是加拿大的财长鲍尔·马丁，任期两年。

就如同马丁所指出的，20 国集团“实践了七国首脑在 1999 年科隆会

议上提出的承诺……建立了一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具有系统重要

性的国家之间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它的宗旨是“为了推进国际金融

稳定，加强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在政策方面的沟通、研究和回

顾。”20 国集团的最初 18 个成员国包括七国集团的成员，以及阿根

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南非、韩国和土耳其。2000 年第二届会议在加拿大举行。主席国将

在成员国之间轮换产生（轮换次序从七国集团的成员国开始），任期

两年。 

20 国集团包括了七国集团的成员，以及 11 个其他成员国家（也

包括在八国集团中列席的俄罗斯），这使该组织具有了广阔的地域代

表性。例如，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来自亚洲地区。还有两个

保留名额，其中一个是给印度尼西亚预留的，一旦它国内的民主转型

稳定，并且解除了目前七国集团对于它国内的人权状况的担心，印度

尼西亚就可以取得加入资格。虽然另外一些亚洲国家，例如马来西亚，



也要求加入，但是七国集团的部分成员国认为，考虑到经济实力和对

货币的控制能力，泰国更适合一些。 

在设置这个新机构时，中国取得了首要的地位。在创建的过程中，

从未出现要将中国排除在这个新机构之外的提议。中国被认为排在阿

根廷、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之前，并且有可能在将来超过加拿大和

意大利。因此尽管有很多份关于成员国组成的提案，但是没有一份提

案把中国排除在名单外。相反，有的提案把澳大利亚、韩国、土耳其

和沙特阿拉伯排除在外（虽然在最终后者提供的充足的资金支持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20 国集团一开始是作为商议性机构而非决策性机构而创立的，但

是同时也赋予了“鼓励对国际事务形成一致的决议”这一任务（加拿

大，1999）。它还具有一个政策重点，就是推进国际金融稳定。马丁

主席建议它的“关注重点是将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转变成世界各国民众

的更高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包括世界各地的工人在内”。虽然关

注焦点集中于短期政策，马丁却说：“实际上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

系的任何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在这个机构的视野之内。” 

20 国集团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也使得其成员国能够扮演活跃的角

色。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运行，将邀请其他机构的代表（包括临时

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和欧盟代表一起参加重大议题的讨论，以保证其

工作的“综合性”。它将“帮助协调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行动，例

如金融稳定论坛（FSF）”，“推动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委员会中进行的

商议，并且推动在其他论坛中达成关于复杂问题的共识……加快决议



的产生。” 

它的潜在重要性可能进一步由它所具备的机构特性而发挥出来。

它的机构特性包括：最初由七国集团任轮值主席国，两年的任期循环，

在每年年初和其他七国集团会议进行联系，为准备会议而进行的代理

人筹备制度，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外面专家团中的号

召力，以及它“成立工作组对跟其章程有关的问题进行检查和提出建

议“的能力。 

在加拿大任轮值主席期间，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新机构变

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论坛。加拿大想在 2000 年的六月召开第二次部

长级会议，也就是在第一次会议的六个月之后。他们考虑把第二次会

议放在多伦多举行，尽管有点担心这会与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和 7 月

将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相冲突。加拿大希望这个时间和地点的

安排将能使这个新机构更好地对八国集团本身产生影响力。 

实质上，加拿大最核心的目标是避免这个机构产生传统的南北分

歧。因此加拿大试图使这个机构的关注点集中于分享经验，公开讨论，

而不是发表各自强硬的立场。这个目标由于其他一些观点的对比而显

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例如，一位新加入的财长将这个新机构视为“南

方”反对“北方”的一个好机会。 

因此外界对于这个新机构能否成为七国集团的一个正式外联机

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和七国集团相关联抱有疑虑。一些人担心，20

国集团是七国集团世界化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设置 20 国集团是

为了使七国集团的决议在更大范围内获得通过，从而使其政策合法



化。20 国集团里面的 11 个非七国集团成员国很难影响决议，而只不

过是接受七国集团的建议，具有虚伪的参与权。20 国集团的建立突

出反映了七国集团不想将国际金融改革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

世界银行，而在后两者中发展中国家具有更机制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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