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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1日至22日，第十五次二十国集

团（G20）领导人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峰会在贸

易投资、财政金融、数字经济、卫生健康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上取得积极共识。作为今年G20财金渠道

一项重要议程，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

议”及《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作为财

金渠道重要成果提交领导人峰会。这是G20历史上

首次各方共同参与的多边债务处理，国际社会普遍

关注。财政部部长刘昆就G20债务议程回答了记者   

提问。

问：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债权人，中国

参与并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请问中国落实该倡议的具

体情况及成效如何？

答：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

巨大冲击，低收入国家债务脆弱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进一步凸显。今年3月26日，G20领导人特别峰会

提出将继续应对低收入国家因疫情导致的债务脆弱

性风险。4月15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在净现值中性

的基础上，暂缓最贫困国家今年5月1日至年底到

期的主权债务本息偿付，以帮助其释放更多财政资

源，用于应对疫情冲击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G20成员和相关国家债权人，中方高度重

视缓债倡议落实工作。习近平主席今年5月以来在

多个国际场合郑重承诺，中方将同G20成员一道落

实缓债倡议。中国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

部门，积极协调、全面推进缓债倡议落实工作。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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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

为双边官方债权人，已经全面落实符合倡议要求的

缓债申请，缓债金额达13.53亿美元，23个国家从中

受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商业债权人，按照自

主自愿和市场原则，积极响应缓债倡议，截至9月

末与有关受惠国家签订协议的缓债金额达到7.48亿

美元。中国是G20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

以实际行动为支持最贫困国家应对疫情挑战和债务

脆弱性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是中方为G20领导人

利雅得峰会提供的重要成果。

倡议落实过程中，中国双边官方债权人和商业

债权人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序推进缓债行动，

与申请缓债的国家进行充分磋商，有效确保相关国

家真正受益。同时，中方充分尊重申请缓债国家的

自主决定和法律程序，以避免产生申请缓债国家信

用评级受损等负面影响。

问：据了解，G20目前已经同意对缓债倡议进

行延期，并将开展后续债务处理，可否介绍下这方

面的相关情况？

答：G20缓债倡议主要是解决最贫困国家面临

的短期流动性问题。但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

济陷入衰退，许多最贫困国家由流动性困难演变为

偿付危机的可能性大增。为此，G20在缓债倡议基

础上，提出了延长缓债期限和后续债务处理的建议，

推动各方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缓债措施，加大对最贫

困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中方对此予以积极支持。一是率先呼吁并支持

延长缓债期限。习近平主席在6月17日中非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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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特别峰会上率先呼吁“G20在落实当前缓债倡

议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相关

国家缓债期限”。这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的大国担当，对于推动各方就缓

债倡议延期达成共识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10月

1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同意将缓债期限

延至2021年6月30日，并将在明年4月确定是否

需要再延期6个月。二是建设性参与后续债务处理

讨论，并核准G20《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

架》（以下简称共同框架）。我们从解决最贫困国家

实际困难、支持全球抗疫的需要出发，坚持“共同

行动、公平负担、个案处理、多边共识”的多边债

务处理原则，推动各方最终形成了较为平衡和可操

作的后续债务处理方案。共同框架强调加强债权人

协调，所有对某一债务国有债权的双边官方债权人

都将参与对该债务国的债务处理，且原则上不采用

债务免除或核销的方式；要求商业债权人提供与

双边官方债权人至少同等条件的债务处理；多边

开发银行要在保护其现有评级和低融资成本并借

鉴以往债务减免等经验基础上，就如何最好地帮助

发展中国家满足长期融资需求制定方案等。11月

13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核准了共同

框架。

缓债倡议和共同框架是中方首次参与国际多边

债务协调进程，充分展示了中方致力多边合作、积

极参与国际债务行动的建设性态度。国际社会对此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共同框架是改善国际债务协调

及治理的重要一环，中方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同

时，作为今年G20财金渠道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历史性成果，共同框架也体现了G20坚持多边主

义、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的团结协作精神，以及各方

推进国际多边债务协调、积极解决低收入国家债务

脆弱性的坚定决心。

问：中方对于下一步继续参与G20缓债倡议

及后续债务处理有何考虑？

答：中方将继续通过G20渠道，围绕解决最贫

困国家债务脆弱性问题，与其他各方加强沟通协调，

积极参与多边债务协调进程。一是结合有关国家的

诉求，切实落实好缓债倡议延期工作。二是与其他

多双边债权人一道，做好后续以个案为基础的债务

处理工作，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发展

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三是继续鼓励国家开发银行等

中国商业债权人以可比方式参与缓债行动。四是积

极支持最贫困国家将解决债务问题与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有机结合，助其早日摆脱疫情影响，重回发展

轨道。

此外，中国还将继续通过多双边渠道向发展中

国家抗疫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包括落实好两年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的承

诺；以多种方式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等。发

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

键钥匙还是发展。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融资需求很大，但资金不

足成为制约其繁荣振兴的主要瓶颈。中方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同这些国家积极开展投融资合

作，帮助他们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助力其经济社

会发展和互联互通，得到有关国家的高度评价。我

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

主可持续发展、铲除债务问题产生的根源作出更大      

贡献。

问：中方认为多边开发银行等多边债权人在

G20债务议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答：当前，最贫困国家的债务结构中，世界银

行等多边债权人是最主要债权人。根据世界银行

2021年《国际债务统计报告》，在缓债倡议受惠国公

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总量中，多边债权人占比接

近一半。鉴此，中方始终呼吁多边债权人在向符合

缓债资格的国家提供净资金流入的同时，尽快采取

合适的减缓债行动，帮助最贫困国家渡过难关。特

别是世界银行作为主要多边债权方，应积极参与减

缓债，探索各种可行方式，为减轻最贫困国家债务

负担提供更多支持。如果世行通过设立多边减缓债

基金方式参与减缓债，中方愿积极考虑提供捐款，

帮助有关国家减轻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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