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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工资涨幅无从谈起，这种“不平衡”在国民中产生一种新概

念——“缺少实感的经济扩张”。一名在大阪商店街经营熟食

店的男店主感叹，“景气波动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吧”。这

家熟食店已有 50 年的历史，据他说，现在的销售额只有泡沫经

济时代的 60%，关门的铺子也越来越多。日本 Recruit Lifestyle

公司的消费者调查给出更有意思的数据，虽然 2019 年 1 月日本

天气不错，但外出就餐消费继续躞蹀，“（晚餐）支出额同比

下降 4%。外出就餐的比率、次数、单笔花销全部跌破 2018 年

同月水平的情况还是 21 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日本麦当劳社长

萨拉·卡萨诺瓦说：“不少消费者表示，因为收入缩水，餐饮

预算不得不设限。”

龙舟上有人“造反”

供需面的“不平衡”，受益面的“不平衡”，由此导致国

际关系的“不平衡”，更加呼唤多边机制协作的重大意义。早

在今年 1 月 17 日举行的 G20 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代理会议上，

与会者都承认，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危机，“保护主义和不公平

贸易做法助长了经济恶化和社会不稳定趋势，引发恶性循环”。

《日本经济新闻》形容，美国对多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滥用“国

家安全”理由在市场自由竞争领域实施霸凌行动，激起了公愤，

知情者描述当时的场面是“G1 对 G19”。

世界经济减速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作为主席国，日本坚持

G20 作为国际合作框架的重要性。上杉素直援引财务省消息人

士的话说，日方把“全球性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列为此次峰

会的主要讨论内容，希望各国意识到仅靠双边谈判无法纠正贸

易不平衡问题，为此日方在会前做了大量对美工作，因为美国

坚信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是大打关税牌，通过双边谈判“各

个击破”，最终促使贸易伙伴普遍性接受自己的观点，“要知道，

日本也面临与美国的货物贸易谈判（TAG），为了推进不平衡

问题的讨论，日方很可能在 TAG 会谈中做出了某种妥协，换取

美方支持这个议题。”上杉素直分析。

峰会另一个焦点是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开发。据报

道，日方设置这一议题，主要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

本《每日新闻》称，日本试图在 G20 里寻找更多伙伴，鼓吹投

资方与债务方制定严格的融资规定，控制“不透明融资”规模，

并开放更多国家企业参与项目，进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开发。

“很显然，这一议题明显是对中国展开隐形牵制。”

看得出，东道主煞费苦心地在议题上进行“平衡设计”，

反映出它意识到美中两大国“合则共利，斗则俱伤”的关系，

希望扮演维护国际合作的协调角色。这一过程中，日本希望能

够改变自己长期以来“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以能够

为各国所接受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政治地位。

不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特朗普上台后，打着“美

国优先”的旗号，施展最喜欢的“极限施压”策略，推行单边

主义的政策，美国不但屡屡对中国展开贸易摩擦，还把贸易大

棒砸到传统盟友和伙伴身上，这两年里，G20 其他成员乃至全

世界每个值得一提的国家都“享受”到美国“贸易武器”的滋味，

其中韩国、加拿大、墨西哥还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苛刻条件，

与美国改签贸易协定。

面对肆意破坏经济全球化与多边合作的行为，G20 本应发

挥重要作用，及时“拨乱反正”，但现实很无奈，无论 2017 年

G20财长会议与G20汉堡峰会，还是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最终没能有效控制华盛顿的我行我素。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迅

速拿出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得到相关各国落实的“高光时刻”相比，

现在的 G20 内部分歧和行动差异显而易见。去年 7 月，G20 财长

会议前，各国都意识到贸易冲突和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危害，澳大

利亚财长斯科特·莫里森在会前说：“贸易战不容忽视。”但真

到了会议中，面对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的威势，大多数国家

财长和央行行长却刻意回避了这一最大的问题，尽管会后公报承

认，“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面加剧”，但只有一句话提到要采

取措施降低减少风险：“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领导人们在汉堡

峰会上就贸易问题做出的结论，并认识到需要加强对话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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