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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布的《“一带一路”债务可持

续性分析框架》，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姿态

和贡献，获得了各方积极评价。

（四）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挑战，推动G20就人口老龄

化和全民健康覆盖形成政策建议。G20主席国日本结合其自

身发展特点提出的老龄化、医疗社保等方面的议题，同样是中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方积极参与G20

政策讨论，并支持将《G20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综述》

《G20关于发展中国家全民健康覆盖融资重要性的共识》两份

成果文件提交大阪峰会，成为重要成果之一。

三、充分发挥 G20 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作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G20作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多边财金合作机

制，在推动全球携手应对危机、促进增长、重塑规则、完善治

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影响发挥了

积极作用。其成功经验来自于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精神，锐

意改革、凝聚共识的理念，平等对话、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

当前，全球经济在经历短暂复苏后，再次陷入增速放缓的泥

潭。同时，全球经济和治理格局正在不断发生深层次变化，全

球性、结构性、长期性挑战依旧突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发展赤字和

治理赤字持续存在。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财政部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

旗帜，在今后的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工作中，充分发挥G20作

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作用，积极宣介中国经济形势、政策

取向及重大战略，坚定国际社会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的信心，加深其对中国政策主张的理解，引导市场对中国经

济前景的合理预期。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和新发展理

念，继续推动包括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在内的多边财金务实

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并深化全球经济治理改

革，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供稿，张天伟、李  航执笔）

聚焦可持续融资规则建设 

实现“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新突破

2019年，财政部以参与筹备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为抓手，坚

持会议筹备与成果设计同步推进，确保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提升可持续融资规则建设水平，为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作出积

极贡献。在此基础上，抓好成果进一步落实与推广工作，推动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实现新突破。

一、设置资金融通分论坛议程，做好会议组织保障，
为促进可持续融资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是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目标要求，也是在当前全球

化遭遇挫折情况下的务实回应。在这一目标指引下，2019年 4

月 25日，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在高峰论坛期间主办了主

题为“促进可持续融资，构建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分论坛，共有来自约 40

个国家或地区的 260余名政府官员、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企

业智库代表出席。财政部部长刘昆出席会议并作开幕式主旨

演讲，邹加怡副部长主持会议。俄罗斯、英国、瑞士、巴基斯

坦等国财长或其代表，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

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拉美开发银行等国

际组织负责人，就完善政策标准体系、推进可持续融资提出政

策建议。与会嘉宾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鼓

励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第三方合作、多方合作，动员长

期资本及私人资本参与 ；探索建立项目全周期评估管理框架，

从技术进步、债务可持续、运营维护成本等方面对投融资进行

统筹考虑，确保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融资。

刘昆部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

安排，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长期任务。中国财政部将与

各国财政部门、多边开发银行、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共同

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可持续融资体系。一是构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融资政策框架，高标准开展项目融资。二是建

立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提高投融资决策科学性和债务管

理水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三是支持多渠道资金参与基础

设施长期融资，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

融资体系。

会后，新闻媒体对刘昆部长开幕式致辞和资金融通分论

坛进行了广泛报道。会议取得良好讨论效果，既有力烘托了高

峰论坛氛围，也广泛凝聚了各方共识，有利于推动优化融资政

策环境，加快“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二、推动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可持续融资体系，
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

2017年首届高峰论坛基础上，财政部深入学习贯彻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 5周年座谈会精神，发挥政策协调作用，精

心设计并提出五项成果建议，均纳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并有三项成果在习近平主席开幕

式主旨演讲中提及。包括 ：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

分析框架》（以下简称《分析框架》），为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提供自愿采用的债务管理分析工具 ；

正式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努力打造“一带一路”融资

领域的多边合作典范 ；共同发起《“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

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搭建会计准则国际合作平台 ；加强跨

境审计监管合作，为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监

管便利 ；启动中国 –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构建跨国会计

精英人才网络。

其中，发布《分析框架》体现了中方对“一带一路”项目

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视和推动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近年来，中

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融资活动受到各方关注甚至不

实指责，而随着对外融资规模增大，中国在保障“走出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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