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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近几年的发展，G20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

平台。中国是G20机制和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也是G20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的参与者。依托G20框

架，中国建立各种层次的能源对话渠道，在峰会内外不断地沟通和磋商，并根据能源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不断调适彼

此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为全球能源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领衔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引领国际能源发展方向、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提供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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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G20 has been becoming to the center of global governance network and 

developing into the important platform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As one of the key stakeholders of G20 and the important 

participator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China, base on G20 framework, establishes different energy channels of dialogue to 

constantly communicate and negotiate in and out of the summit, adapts to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policy goals under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situation, and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2016, hosting G20 Summit, 

China leads the top-design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could provide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deep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lea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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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20框架下能源治理的发展历程及机制

二十国集团（G20）①创立于1999年，作为一个有权

威性、成员地位平等而且广为接受的平台，目前已经形成

了“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机

制架构，主席采取轮换制，每年的部长级例会一般与七国

集团财长会议相衔接。G20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全

球能源治理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G20的权力结

构和制度建设具有成本优势，逐渐发展成为治理各类全球

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随着2008年峰会的召开，G20已从

国内政府管理、协商和方针制定，逐渐转向强有力的决

策、承诺的兑现和全球治理的整体发展。经过十多年时间

的发展，G20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中心，为成

员国提供相互沟通、交换意见、集团决策的机会，成员国

也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峰会或部长级会议上会晤。由于G20

在成员国内部受到重视，各成员国政府在不同级别层面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G20已成为全球体系的核心，并具有有

效性与合法性[1]。

1.1　G20框架下能源治理的发展历程

G20成员既包括能源生产大国沙特阿拉伯、美国、俄

罗斯和加拿大，又包括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印度、

日本、韩国，以及一些能源过境国，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

地位非常重要。G20成立初期，其关注的重点是全球经济

治理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把能源、气候治理作为

其主要议题之一。

2004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六次部长会议针对油价不稳、

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许多国家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等问

题，发表公报要求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通过合作来确保能

源安全，通过增加投资来扩大石油产能，加强石油市场的

透明度，提高能源的效率，扩大替代能源使用，以维持国

际油价的稳定，保持国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

2005年的香河会议关注的重点是石油价格对国际经济

的影响，鼓励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通过国际能源论坛加强

对话与合作，增加投资以扩大石油生产和加工的能力。会

议提出通过增加石油市场的透明度来提升市场的效率，注

重节约及提高能源的效率，采用新的能源技术，发展替代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削减对能源产品的补贴[3]。

2006年墨尔本会议将关注的范围扩大，议题涉及能源

供应价格、能源补贴改革、长期资源安全、能源和气候变

化政策之间的联系等。认为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实现减

贫目标、扩大能源供给与提高效率，首要前提是进一步改

革能源补贴问题。认为能源治理需要有效的国际政策框架

和行动、运作良好的市场能支持投资、效率和新技术的创

新、替代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的鼓励政策、知识和资源的跨

越国界流动。会议提出加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对话，

与全球商界领袖合作商讨如何完善能源和矿产市场[4]。

2007年科雷曼德会议讨论了商品周期、金融稳定以及

近期能源市场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建设功能良好的

市场促进投资增加供给、发展新技术提高效率、鼓励采用

经济高效的可再生能源、允许知识和资源跨国界流动，鼓

励和加强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等[5]。

自2008年G20峰会以来，能源议题已经被大量纳入

G20决议中，G20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能

源治理成为峰会核心议题之一。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提

出定期公布完整、准确和及时的石油生产、消费、炼化和

库存水平数据，提高能源市场透明度和稳定性。加强石油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对话，改善对市场基本因素（包括

供求趋势、价格波动等）的理解。完善对石油期货市场

的机构性监管力度，执行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

（IOSCO）关于商品期货市场的建议。承诺推动对清洁能

源、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投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决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威胁[6]。

2011年11月举行的戛纳峰会决定提高能源市场的效能

和透明度，改善“联合机构数据倡议”（JODI）石油和天

然气数据的时效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呼吁能源供求双方

下一年继续就石油、天然气、煤炭的短期和长期展望与预

测进行对话。将大宗商品衍生品问题作为金融监管改革议

程，主张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有效的干预权利，除了设定事

前头寸限制等能力，市场监管机构应拥有和利用正式的头

寸管理能力。在气候治理方面，G20致力于促使南非德班

①二十国集团（G20）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20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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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论坛，以便G20高级官员筹备和协调能源议程。2015

年10月，首届G20能源部长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重点

关注能源获取、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能源投资等问

题，强调包容性合作，携手应对未来的能源挑战。这次能

源部长会议上G20为携手应对能源挑战，明确将推动从化

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承诺加大能源基建特别是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11]。这标志着G20有能力有意愿

在全球能源、气候治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G20在能源可及性、清洁能源和能效等领域开展工

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系列目标（《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7、9、12、13条，《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

的第31、49段）的落实提供支持。2015年，《G20能源可

及性行动计划：能源可及性自愿合作》根据全球能源可及

性目标，首先聚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6年，扩展

至亚太地区并将在未来延伸至其他地区。2015年通过的

“G20可再生能源开发自愿选择工具包”为提升可再生能

源应用提供了自愿选择的工具。2016年《G20可再生能源

自愿行动计划》致力于通过制定能源战略，推动可再生能

源运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利用领域投资的便利化，

可持续地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2016

年制定了《G20能效引领计划》，鼓励G20成员根据自身

需要和本国国情，积极开展能效项目，采取有关政策和措

施，大力提高G20成员的能效水平[12]。

1.2.2　G20成为全球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心

能源运输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加以保证，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将会与社会制度、执行机构和社会规范共同发展。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G20成员国共同关注的问题。2010年

的《首尔发展共识》将基础设施列为九大措施支柱之首。

2011年布里斯班峰会上，G20领导人承诺在2030年之前增

加全球基础设施支出至少2万亿美元。为支持这一承诺，

G20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计划（DII）和全球基础设施中心

（GIH）。2015年轮值主席国土耳其也将基础设施发展作

为驱动可持续和全面增长的主要因素[13]。

1.2.3　G20成为全球性能源治理中心

G20利用其成员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依托其作为布

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优势，与诸多能源国际组织频繁互

动，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能源与气候治理中心，为

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便利。这些国际组织主要包括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呼吁贯彻坎昆会议在各谈判

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7]。

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将能源及气候变化列为主要议题

之一，提出通过发展绿色能源、加强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

来提升能源安全。通过多边合作提升能源市场的抗风险能

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重申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

诺，欢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十八次

缔约方大会的成果。支持启动绿色气候基金。欢迎G20气

候变化融资研究小组根据UNFCCC的目标、条款和原则，

起草的关于G20成员有效调动气候资金的报告[8]。

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把加强能源合作作为G20的工作

重点，认为强劲并具有抗风险性的能源市场对经济增长至

关重要，提高能效有助于提高能源可及性和能源安全、降

低企业经营和家庭生活成本。峰会在改善汽车、网络设

备、建筑业、加工业、发电能效和排放方面以及能效融资

领域方面的自愿合作行动计划达成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商定的成果，支

持可持续的发展与经济增长[9]。

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推进了能源治理工作机制的发

展，确立能源部长会议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峰会核准了

《G20能源合作原则》，确定了加强能源合作为G20的工

作重点。就关于能效方面自愿合作的行动计划达成一致，

包括改善汽车及网络设备能效和排放方面采取新措施，在

建筑业、加工、发电以及能效融资领域的合作[10]。

1.2　G20框架下能源治理的机制

在G20体系框架下，已建立起与能源相关的工作

组、能源部长会议等机制，各成员国定期聚在一起，共

同商讨能源安全、能源市场、能源运输通道、气候变化

等重大问题，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能源治理机制，并成为

全球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球

性能源治理中心。

1.2.1　G20建立和完善能源治理机制

G20已经陆续设立了几个与能源和气候问题相关的工

作组，包括“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框架工作组、投

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组、能源可持续发展工作组。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确定将加强能源合作作为一个优先选项，

并加强了能源可持续发展工作组的作用，将其发展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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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通过协商对话，制定公正、

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构建能源市场的预测预警、

价格协调、金融监督、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

能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19]。2014年6月，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将推进能源革命，包括能源消费

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四个方面，并结合

国际能源合作，即“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愿景。

他提出“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面开放条件下的能源

安全”[20]，为中国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铺

平了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温室

气体排放国，中国在G20的话语权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全

球能源气候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习近平主席在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的主题演讲中指出，G20必须从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的战略高度，建设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培育自由

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大市场，共同维护

能源价格和市场稳定，提高能效，制定和完善全球能源治

理原则，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国平等协商、共同发

展的合作新格局[21]。G20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的

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中国依托G20框架，建立各种层

次的能源对话渠道，在峰会内外不断地沟通和磋商，在全

球能源气候治理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2.1　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

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均

为G20成员，面临的挑战也大致相似，成为中国在G20中

提升话语权的战略依托。金砖国家已经在能源、环境等可

持续发展问题上达成一系列共识，并决定加快研究和实施

多边能源合作的执行措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开展多边能

源合作[22]。在金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金砖国家银

行、金砖国家基金，为成员国乃至全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2.2　拓展与欧盟的能源气候合作

同为G20成员，中国和欧洲都希望在G20框架内加强

能源与气候合作。2013年，中欧联合发布《中欧合作2020

战略规划》，在能源方面，中欧重点加强全球能源安全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

称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欧佩克、国际能源论坛等。

在2010年6月的多伦多峰会上，国际能源署、经合组

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交了能源补贴报告，各

国财长、央行行长和能源部长提交了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

贴的时间表及其采取的相关措施[14]。2010年11月的首尔峰

会审议了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起草的报告，

要求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报告如

何采取具体步骤以提高“联合石油数据倡议”数据库质

量、及时性和可靠性，研究石油价格报告机构如何评估石

油现货市场价格及其对石油市场透明度和运作的影响[15]。

2011年的戛纳峰会对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关于石油市场

短、中及长期前景的利雅得研讨会表示欢迎，要求这些会

议每年举行，并要求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和石油

输出国组织发布联合公报及主要成果报告。欢迎国际能源

署、石油输出国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化石燃料

和其他能源支持措施的联合报告，并要求财长和其他有关

官员推进有关改革并作出汇报[16]。2012年墨西哥的财长会

议讨论了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提

交的关于国际天然气和煤炭市场透明度的报告[17]。2013年

的圣彼得堡峰会要求国际能源论坛提交关于采取实际行动

增强国际天然气和煤炭市场透明度的进展报告[18]。2014年

的布里斯班峰会批准了《G20能源合作原则》，要求召开

能源部长会议报告关于推进能源合作进展的选项。

2　中国依托G20框架参与全球能源气候治理

中国是G20机制和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的重要利益攸

关方。1999年12月，G20创始会议在柏林举行，讨论正式

建立G20会议机制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中国首次以创

始国和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G20全球治理机制。2005年11

月，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由中国主办，就国际

货币基金话语权和投票权的改革首次达成协议。中国与金

砖国家和其他G20伙伴国的协作互让促使各方在2010年首

尔峰会第二阶段达成协议，通过了《首尔宣言》，实施市

场决定型汇率制度，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2012年1月，

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可考虑在G20的框架下，本着互利共

赢的原则，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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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气候治理的影响力不断加大。

3　中国领衔全球能源治理顶层设计

2016年，中国正式接棒G20峰会的主办权，领衔全球

治理的顶层设计，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迈上的一个新台

阶，演绎了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时刻”。

2016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发表第三份中

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将共同推动《巴黎

协定》的全面实施，鼓励敦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其他缔约方采取同样行动，使《巴黎协定》尽早生

效。4月，G20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在广州举行，中国成功

推动G20协调人会议首次发表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6

月，G20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以“构建低碳、

智能、共享的能源未来”为主题，围绕国际能源发展的机

遇与挑战、能源技术与创新、能源可及性的需求和政策

现状等多项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形成4项成果，包括

主文件《2016年G20能源部长会议北京公报》，以及《加

强亚太地区能源可及性：关键挑战与G20自愿合作行动计

划》、《G20可再生能源自愿行动计划》和《G20能效引

领计划》三份附属文件。会议的召开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

能源治理、引领国际能源发展方向、推动“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等提供重要契机[25]。9月4-5日，G20杭州第十一次

峰会核准了G20能源部长发布的三份附属文件，并要求他

们定期会晤跟踪三项计划落实情况。会议发布公报指出，

G20致力于构建运转良好、开放、竞争、高效、稳定和透

明的能源市场，建设能更好地反映世界能源版图变化、更

有效、更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塑造一个负担得起、

可靠、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的能源未来，同时利用好

能源资源和技术。欢迎在6个能效关键领域自愿开展的国

际合作取得的进展，同时考虑《G20能效引领计划》中的

有关政策措施并确保其符合各国国情[1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在2016年担任轮

值国期间，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重点，在全球能源治理

中有所作为。

3.1　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

国际能源市场由于技术创新、经济、人口和政治力

作，实施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推动双方在能源立法、政

策和标准制定、低碳能源技术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鼓励

企业参加中欧清洁能源中心企业联盟，并开展试点项目合

作。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中欧合作建立绿色低碳

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

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

目，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加强中欧在低碳城镇等

领域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务实合作，开发低碳技术

以推动可再生能源广泛利用，从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和相

关排放[23]。

2.3　深化中美能源与气候对话

中国和美国是G20运转的经济引擎，G20则是深化中美

合作的重要渠道。中美在G20框架内的合作，对于全球能

源气候治理结构和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09年4月，

中美两国元首在伦敦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决定建立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09年7月举行首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到目前为止一共举办了七轮，能源与气候领域合

作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中美在第四至第六

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集中探讨了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为

达成《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铺平道路；第六轮和第七

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还专门举办“气候变化问题特别联合会

议”，介绍中美双方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探讨两国在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捉等领域的合作。

2.4　加强与G20以外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

G20建立了开放式的交流机制，邀请相关国际机构参

与对话与咨询，巧妙地把重要的国际能源与气候组织纳入

一个协作网络。与重要的国际能源气候组织在G20机制内

外深化对话与合作，形成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的框架。中国

通过加强与G20以外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拓宽了中国参

与能源气候治理的渠道，丰富了能源气候治理的合作对象

和合作领域[24]。

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气候治理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

升，G20为中国处理全球能源气候治理提供了机遇与平

台，有利于中国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的设立，中国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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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技术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建立清洁能源联合研究

机构，通过联合攻关，研发清洁能源技术。采取措施推广

这些技术，促使能源供应多元化，改善能源气候安全，实

现低碳发展。

3.4　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中国与G20成员通过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支持技术装

备和服务模式创新，完善政策机制，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壮大。推行绿色标识、认证制度。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快构建

绿色供应链产业体系[27]。

3.5　对未来能源治理提出明确规划

中国协调成员国能源部长就落实G20能源原则进行协

商，将土耳其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协商进一步推向纵

深。包括加强与国际重要能源气候组织的合作，例如国际

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论坛、清洁能源部长

会议以及其他致力于能源政策和技术的国家组织。加强

各个层面治理机制的合作。在国际层面，加强G20与联合

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在跨区域

层面，加强G20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7国集团、金砖国

家、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合作；在区域层面，

加强G20与欧盟、上海合作组织、北美自贸区的合作。促

进全球多边能源气候治理机制的完善。在一个多层次全

球能源气候治理体系中，重点推动G20成为治理的主要平

台，力争提升其权威性和执行力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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