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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G7扩容，美国算盘能打响吗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有媒体传出消息，作为今年西方七国集团（G7）东道主的美国希望将其扩大为 11 国集

团（G11）或者 12国集团（G12），即邀请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参加。当时

许多人认为这或许是美国特朗普一时兴起，也或许只是今年临时性安排。但 6月 1日特朗普在和

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时，明确表示希望将“过时的 G7”机制扩容从而形成正式的 G11 或者 G12

机制。那么，如英国《卫报》所言，美国能成功建立这个 G7扩大机制并把它打造成“反华联盟”

吗？ 

    没理由把中国排除在外 

    组建国际机制并不符合特朗普性格，反而他上台后对待国际组织的最鲜明特点就是“退群”，

先后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最近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对于

奥巴马政府力推的 TPP机制，特朗普也不顾盟友的反对坚决退了出来。这次突然“建群”难道真

如他所说，是因为 G7 已经过时不能代表世界现状，所以要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际机制了吗？笔

者认为，特朗普真正关心的显然不在于此。 

    G7机制不能代表世界现状，这个观点早在 1997年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

国际社会认可。正因如此，1998年由德国发起成立了 20国财长会议。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随后引发全球金融动荡，美国受到的打击最大，迫切需要外部支援。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受到这

场危机打击，能帮助美国的只有新兴经济体国家。这种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议把原来

的 G20财长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G20峰会机制由此产生。由 G20取代 G7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

机制已经是各国的普遍共识。放着现成的 G20 机制不用，难道特朗普想推动建立的 G11 机制或

G12机制就比 G20机制更优越吗？显然也不是。 

    尽管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主要

的变化之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他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 40%，10年后很可能接近世界总量

一半。但按照特朗普目前的规划，这个所谓的 G11或 G12机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仅邀请

巴西、印度、俄罗斯，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却被排除在外。显然，其出发点就是以政

治考虑为主。 

    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 日表示，美方提出的以扩大形式举行 G7 峰会

的想法原则上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保证普遍的代表

性。相比之下，2008 年美国推动 G20 机制成立时，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首先给中国领导人打电

话征求意见。 

    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巴西、印度、俄罗斯总和的两倍还多。中国不仅是经济体量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世界上 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未来五年中国还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此外，中国的经济总量比亚

洲其他前四大经济体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的总和还要多。由此可见，无论是要代表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还是要代表亚洲地区，新的国际机制如果真的要反映世界现状，那无论如何

都没有理由把中国排除在外。 

    莫被美国所利用 

    实际上，面对世界大变局，各国基本共识是，中国的崛起是其中最大的变化因素。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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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想推动建立的新国际机制，并非真的要反映世界发展变化，而是在打自己的地缘战略“小

算盘”——筹建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由于战略上对中国施压，舆论上对中国大搞妖

魔化。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国内抗疫不力和今年大选连任不确定性，向中国“泼脏水”

甚至到了公开造谣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战略上的导向和国内政治需求，特朗普政府已将打压

和围堵中国视为近期内政外交的最大目标。既然这样，有关国家就应慎重思考是否要加入特朗普

政府欲推动组建的这个机制了。而且，从目前看，即便是原有的 G7 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也出

于种种原因，不同意美国的做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公开表示，美国作为今

年轮值主席国无权变更 G7成员国资格，或永久改变 G7会议形式。 

    笔者注意到，某些受特朗普邀请的国家希望在国际上拥有更大话语权和提升国际地位，这个

心情可以理解，中国也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如果明明知道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地缘上围

堵中国，却又甘愿被美国利用，那就不是负责任的表现了。 

    以某些国家的影响力来看，更不要天真地认为，加入这个集团就能成为“内部变革性力量”，

从而替世界伸张正义。尽管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关注权力与实力因素，但在一个相互联系与利

益交织的世界，任何国家都应有基本正义感与道德感。也就是说，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去

实现自身利益。更何况，中国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全球

治理能成功吗？笔者认为，某些国家期望借由加入这个地缘战略集团谋取所谓的国际地位提升，

最后很可能只是“水中月”与“镜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