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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并期待世界卫
生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
对评估专家组及《国际
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关于
新冠肺炎的决议，对全
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全
球卫生应对开展评估工
作。我们赞赏主席国沙
特启动关于长期解决全
球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
方面差距的讨论，包括
其建议确保获得大流行
病应对工具，我们期待
在意大利担任主席国期
间就此进一步讨论。

11. 运转良好、以
价值为基础、具有包容
性和韧性的卫生体系对
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至
关重要。我们重申发展
中 国 家 全 民 健 康 覆 盖
融资的重要性。我们欢
迎建立价值医疗全球创
新中心，各国可在自愿
基础上参与。我们将继
续以“同一健康”原则
应对抗菌药物耐药性和
人畜共患疾病问题，支
持和加快新型抗菌药物
的研发，确保现有抗菌
药物的获取并加强对其
审慎管理，同时继续应
对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
病。

12. 贸易和投资：当
前，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我
们致力于实现自由、公
平、包容、非歧视、透
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
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
市场开放。我们将继续
努力确保公平竞争，以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我
们核可《二十国集团应
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
贸易投资集体行动》。
我们认识到关于世界贸
易组织未来的利雅得倡
议所作贡献，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额外机会，讨
论和重申多边贸易体制

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并
继续展现我们对世界贸
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的
政治支持，包括支持世
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
级会议前的筹备工作。
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提高
国家、地区和全球供应
链的可持续性和韧性，
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可持续地融入
贸易体系，共享促进包
容性经济增长的目标，
包括通过促进中小微企
业 参 与 国 际 贸 易 和 投
资。我们注意到如产能
过剩等一些行业的结构
性问题可能产生负面影
响。

13. 运输和旅行：我
们承诺确保全球运输路
线和供应链保持开放、
安全和可靠，确保任何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
限制性措施，包括针对
机组人员与海员的有关
措施，均具有针对性、
适当性、透明性和临时
性，并符合国际条约中
的义务。我们将继续探
索具体方式，在不妨碍
保护公众健康努力的情
况下便利人员流动。

14.国际金融架构：
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以
强 劲 的 、 以 份 额 为 基
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
全球金融安全网。我们
将继续致力于重新评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
的充足性，将继续推进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治
理改革进程，在2023年
12月15日前完成第16轮
份额总检查，包括引入
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作为
指引。我们呼吁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借鉴以往危
机的相关经验，探索其
他工具以满足成员国应
对疫情发展的需要。我
们也支持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加大援助力度，帮
助解决发展中小国面临
的特殊挑战。在应对危
机之外，我们呼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起草关于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今后
几年外部融资需求和可
持续融资选项的分析报
告，呼吁世界银行加大
工作力度，运用新型工
具动员私人资金进入这
些国家。我们欢迎《二
十国集团有效国家平台
参考框架》和已实施的
国家所有试点平台，并
期待多边开发银行进一
步报告最新进展。我们
将通过促进可持续资本
流动和发展国内资本市
场等方式，加强长期金
融 韧 性 并 支 持 经 济 增
长。

15. 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是推动增长与
繁荣的动力，对促进经
济复苏和提升韧性至关
重要。我们核可二十国
集团利雅得《基础设施
科技议程》。该议程促
进基础设施科技应用，
旨在改善投资决策，增
强“物有所值”，推动
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
从而带来更好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效益。根据
《推进基础设施作为独
立资产类别的路线图》
，我们欢迎《二十国集
团 / 经 合 组 织 关 于 与 基
础设施机构投资者和资
产经理人合作的报告》
。该报告反映了投资者
对于影响基础设施私人
投资的问题和挑战的看
法 ， 并 提 出 了 政 策 选
项。我们期待在有兴趣
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
组织的参与下，探讨以
灵活的方式继续开展这
项工作的选项，且避免
与其他倡议重复。我们
将推进《二十国集团高
质 量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原

则》相关工作。
16. 金融部门议题：

我们承诺遵守金融稳定
理事会(FSB)的原则，支
持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对
疫情，包括采取符合国
际标准的行动。我们要
求金融稳定理事会继续
监测金融领域脆弱性，
持续加强对信用评级顺
周期性和评级质量的分
析，并就监管和监督措
施进行协调。我们欢迎
金融稳定理事会对2020
年 3 月 金 融 动 荡 的 全 面
评估，及其关于提高非
银行金融部门韧性的前
瞻性工作方案。疫情再
次印证了加强全球跨境
支付安排的必要性，以
促进更便宜、快速、更
具包容性和更透明的支
付交易，包括侨汇。我
们核可《二十国集团加
强跨境支付路线图》。
我们要求金融稳定理事
会与国际组织和标准制
定机构相互协调，对进
展情况进行监测，审议
路线图并每年向二十国
集团报告。我们期待金
融稳定理事会完成对“
大而不能倒”改革效果
的评估。此外，我们重
申在2021年底前从伦敦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利 率
(Libor)有序过渡到其他
参考利率的重要性。动
员 可 持 续 融 资 以 及 加
强普惠金融，对于世界
经济增长和稳定非常重
要。金融稳定理事会正
持续评估气候变化对金
融稳定的影响。我们欢
迎私营部门在这些领域
提高参与度和透明度。

17. 尽管负责任的
技术创新可以为金融体
系和整个经济带来显著
利益，但我们正密切关
注事态发展，并对现有
和新出现的风险保持警
惕。在通过适当的设计

并遵循适用标准充分解
决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和监督要求之前，不得
启 动 所 谓 “ 全 球 稳 定
币”。我们欢迎金融稳
定理事会、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FATF)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关
于所谓“全球稳定币”
和 其 他 类 似 安 排 的 报
告。我们期待有关标准
制定机构根据这些报告
参与评估现有标准并根
据需要进行调整。我们
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数字货币以及所谓“
全球稳定币”的宏观金
融 影 响 开 展 进 一 步 工
作。

1 8 . 我 们 支 持 金 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新
冠肺炎的报告中详细阐
述的“反洗钱/打击恐怖
融资”政策措施，重申
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作为防止和打击洗钱、
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
全球标准制定机构的支
持。我们重申坚决致力
于应对这些威胁的所有
来源、技术和渠道。我
们重申致力于加强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全球
区域机构网络，包括支
持其在相互评价方面的
专业知识，并呼吁在全
球范围内全面、有效和
迅速地执行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的标准。我们
欢迎加强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标准，以加强全
球 打 击 扩 散 融 资 的 能
力。

19. 数字经济：互
联互通、数字技术和政
策在加强我们对大流行
病的应对和促进经济活
动连续性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我们注意到《
新冠肺炎期间支持商业
模式数字化政策选项》
。我们认识到，普遍、
安全、可负担的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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