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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峰会：六大核心议题成果几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刘宗义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八次
峰会1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峰会
邀请非盟成为正式成员，并通过《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承诺采取
切实行动应对全球挑战。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本次峰会取得哪
些成果？印度为准备今年的G20峰会可谓费尽心思，印
度希望达成哪些目标？最终又是否实现？我们请专家
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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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全球“南方领袖”

1 美国是麻烦制造者

印度为何突然要改国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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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印度为何突然要更改国名？
答：对印度而言，G  峰会就

是一场大型的广告会和宣传会，最

终最大的看点却是充满戏剧性的

印度国名更改。虽然这是印度人

民党的既定议程，但在这么大的国

际场合突然抛出，确实让舆论感

到意外。

在G  峰会上，莫迪政府将国

名从“印度”（     ）改为“婆罗多”

（      ），并强拉 G  成员国和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为其背书。这并

不只是为了消除所谓殖民主义痕

迹这么简单，而是为了彰显这个国

家的“印度教特性”。

短期来看，这一更改国名事件

对     年印度大选可能产生直接

影响，但必然导致支持世俗主义的

各政党及非印度教教徒的反对。

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埋下影响国家

稳定的祸根。

近日，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

宣布破产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有着“欧洲第一大地方议会”之称、

昔日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新兴科

技产业核心之一的伯明翰居然“家

底被掏空”，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究竟是什么拖垮了伯明翰？

“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伯明翰破产新闻而备受

瞩目的一件事就是     年的“同工

不同酬”案件。   名伯明翰市政

府的雇员起诉政府在发放奖金时

忽视部分岗位并提出索赔，英国高

等法院判他们胜诉。在过去十年

中，伯明翰市政府已陆续支付了总

计   亿英镑的赔偿，但仍有  . 亿

英镑至 . 亿英镑的待付费用，并且

不排除这笔钱未来还可能继续增

加，这成了压垮伯明翰的“最后一

根稻草”。

除了赔偿压力，    年起，伯

明翰启用与甲骨文公司合作的企

业资源计划系统，但运行过程却并

不顺利。新旧系统的交迭替换与

人员培训花费不少，却收效甚慢。

今年  月，伯明翰市政府决定追加

    万英镑的投入调整系统，使得

整个计划开支将达到  亿英镑至

 . 亿英镑，远超预计的     万英

镑，引发不少质疑。据估计，伯明

翰市政府目前面临     万英镑的

预算缺口，这个数字将在明年上升

到 .   亿英镑。

长久以来，英国过分依赖金融

业而忽视基础制造业的发展，而工

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又破

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各种因素加

在一起，都使得像伯明翰这样的城

市在疲软的经济压力下更显脆弱。

肩负“三座大山”
压在英国地方政府肩头的“三

座大山”，是国家福利体系与老龄

化社会之间的矛盾、商业税收的大

幅减少以及通货膨胀。

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得不花的

钱，再加上英国政府自     年起采

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地方政府捉襟

见肘只是时间的问题。

根据英国     年出台的《地方

政府财务法案》，如果地方政府首

席财务官判断当地政府已陷入严

重财政困境，恐难继续保证财务支

出，那么就有义务及权力在不经由

地方议会同意的前提下发出    号

通知，而地方议会可以在通知发出

后的   天内商讨后续应对方案。

但在     年金融危机前，鲜有英国

地方政府发布    号通知，而就在

过去  年间，已有包括伯明翰在内

的  处地方政府宣布“实质性破

产”，此外肯特郡和汉普郡议会的

领导人也向英国首相苏纳克去信，

警告当地面临破产威胁。

根据调查，未来两年内，英国

将有  个地方政府可能破产，包括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肯特、西约

克郡的柯克利等。

急向中央求援
在这种情况下，   号通知更

像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求援的最后

通牒，就像伯明翰市议会所言，   

号通知是“我们努力让城市回到健

全的财政基础上的必要步骤。”

诚然，   号通知并非地方政

府宣告破产的“死亡证明”，也与现

实中的破产资格存在着法律上的

鸿沟。换句话说，在法律层面上，

伯明翰市以及英国其他地方政府

并不存在“破产”一说。因此，借由

   号通知承诺削减基本服务之外

的所有支出，换取英国政府的帮助

稳定财政前景，对于眼下的伯明

翰，不失为一条出路。

对伯明翰来说，除了中央政府

的援助外，开源节流或许是最好的

选择，比如增税与裁员。此外，英

国部分智库的分析还特别提到了

“ 对 短 期 、零 散 的 拨 款 系 统 的 调

查”。简而言之，就是努力争取可以

赚到的钱，并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只是，具体操作层面或许会遇

到一些实际困难。    年，英国高

等法院裁决伯明翰市议会作出赔

付决定的时候，或许并没有预料到

此举会在未来把伯明翰逼到墙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伯明

翰家产再大，也经不住内耗。

问：印度为何特别看重本次
G20峰会？
答：印度政府将G  峰会视为

今年最重要的一场外事活动。从

年初开始，印度就张罗举办“全球

南方之声”线上会议，要代表广大

发展中国家发声，并在全国   多

个城市举办    多场相关活动。

莫迪政府还积极与日本担任主席

国的七国集团（G ）开展协调，在

G  议程设定方面密切合作。

印度今年同时担任 G  和上

海合作组织的主席国，但却处处有

意淡化上合峰会的影响。

与大张旗鼓宣传 G  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印度国内今年关于上

合峰会的宣传寥寥无几。G  峰

会的时间早就确定，但上合峰会的

时间却一改再改。最后，在离上合

峰会召开仅剩一个月时，印方突然

宣布将原定的线下会议改成了线

上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突然将上

合峰会改为线上，也可能是希望一

些原先打算参加上合峰会，而不一

定参加 G  峰会的大国领导人能

够到新德里为其捧场。

莫迪政府如此看重G  峰会，

主要是出于明年大选的需要。本

来按照 G  成员国举办峰会的次

序，印度应该是     年担任主席

国，而印尼则是    年举办G  峰

会。印度主动与印尼协商更改了

担任主席国的顺序，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印度将在     年举行大选，

莫迪政府希望通过举办 G  峰会

造势，拉选票。

最近几年，由于独特的地缘

政治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对印度

极尽拉拢和吹捧之能事，大肆宣

扬印度所谓的人口红利和经济发

展成绩，并有意利用印度争当全

球“南方领袖”的野心来分化发展

中国家。

而莫迪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也将外交视为赢得     年大选的

关键抓手。莫迪政府希望利用当

前 所 谓“ 地 缘 政 治 时 刻 ”，借 助

G  峰会等重大外事活动，营造大

国崛起的气氛，提升民族自豪感，

为明年的选举加分。

而对外，莫迪政府则希望利用

G  峰会达到两个目标。首先，印

度将 G  峰会视为确立其全球大

国和全球“南方领袖”地位，塑造

印度经济增长形象，推销发展模

式的舞台。

印度一直希望成为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但迄今未能如愿。在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发生后，印

度不断指责联合国未能解决困扰

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提出“改

革的多边主义”，要求成为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建立印度在其中发

挥重要作用的世界新秩序。

G  是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

首要平台，但印度欲借举办峰会，

通过议题设置，凸显自身在发达国

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所谓“桥梁”

作用。借助西方国家的支持，拓展

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将广大发

展中国家整合到当前美国主导的

国际秩序中。

其次，确立和巩固在西方眼中

的“关键国家”身份。当前，一些印

度战略精英声称，当前印度的地缘

政治地位类似中国  世纪  年代

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他们认为

印度应抓住美印地缘经济合作的

机会，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者和全球

经济秩序重塑者。

美国、印度、沙特、阿联酋及欧

盟领导人在峰会上签署了谅解备

忘录，宣布将共建“印度-中东-欧

洲经济走廊”（    ）。据说该项

目建成后将提供可靠且具有成本

效益的跨境船轨交通网络，以补充

现有海上和公路运输路线，使货物

和服务能够往返于印度、阿联酋、

沙特、约旦、以色列和欧洲。

美印等国希望，该项目能成为

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但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资料，    年欧

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为     

亿欧元，而与印度的货物贸易额约

为     亿欧元，因此印度想要在

对欧贸易上替代中国，目前还只是

空想。

问：本次G20峰会《新德里宣
言》淡化俄乌冲突为何能通过？
答：G  成员最后就峰会共同

宣言达成共识，印度总理莫迪及执

政的印度人民党终于松了一口气。

G  在    年从部长级会议升

格为峰会开始，核心就是中美两

国。中国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发展中

国家的声音，通过 G  机制推动全

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而美国

则是G  这一讨论世界经济问题首

要平台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要把

俄乌冲突这一政治问题列入G  议

程和共同宣言中，致使本届 G  峰

会之前的 G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外长会议等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因此在新德里峰会之前，很多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峰会很可

能无法发表共同宣言。如果出现这

种结果，对印度来说将是重大外交

失败，对于莫迪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月，南非金砖国家峰会的成

功举行及扩员为匡正本届G  峰会

议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非盟成为

G  正式成员则是此次峰会的一个

亮点。非盟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全

球经济治理机制当中发展中国家的

声音，使“全球南方”在 G  中有了

更大话语权。而支持非盟成为G  

成员，正是中国最早提出的。

印度本来设定了本次峰会的六

大核心议题：可持续发展、绿色发

展、多边主义的开发银行改革、数字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性别平等与女

性领导力，但基本上各个议题都只

是达成了最低共识。

最终在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

中，G  峰会共同宣言并未直接批

评俄罗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有言在先，除非这份宣言反映出莫

斯科对乌克兰和其他危机的立场，

否则将阻止宣言的发表。印度既

不敢得罪俄罗斯，也不敢得罪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但对于莫迪

政府来说，共同宣言是必需的，这

是峰会“成功”的标志，如果共同宣

言都达不成，又何谈印度的大国地

位，颜面何存？

美国为了将印度绑到“遏华”战

车上，在 G  会议进程中对印度又

打又拉。今年  月，莫迪访美已经

和美国结成“非条约联盟伙伴”。所

以，美国在共同宣言问题上让步，给

莫迪一个面子，让印度拥有 G  峰

会“成功”的荣光。但对美国来讲，

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在G  会

议之外，拜登和莫迪发表了新的美

印联合声明，双方合作领域也有所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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