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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自相矛盾

今年，G7峰会“花落”日
本，岸田文雄政府为此煞费
苦心。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岛
人，岸田特意把峰会地点选
在自己的家乡，并将“无核武
世界”作为峰会重要主题，拟
邀请各国领导人于19日参观
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凸
显“和平”“和解”的意义。

略显矛盾的是，本届G7
峰会聚焦的一大主题——— 制
裁俄罗斯，似乎会让和平愈
发遥远。

“广岛是二战时期原子
弹爆炸发生地，日本选在当
地开会，自然会以此做文章，
大谈所谓的‘和平主义’。”中
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
究员吕耀东指出，日本总是
想渲染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并以此掩盖当年发动军国主
义侵略的事实。这其实是因
果关系上的本末倒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副院长、研究员傅梦孜注
意到，本次峰会召开之际，国
际社会正面临全新形势。乌
克兰危机升级延宕已逾一
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告一段
落，美欧面临严重的银行业
问题和债务问题，世界经济
复苏仍待进一步确定……

在此背景下，综合外媒
观点，本次G7峰会将聚焦几
方面议题：乌克兰危机、全球
性问题、涉华问题等。

围绕乌克兰危机，据外
媒披露，各国将在峰会上敲
定加强对俄制裁的新决定，
包括进一步减少使用俄罗斯
能源、阻止俄能源管道重启、
遏制支持俄军队的贸易活
动、打击第三国逃避制裁等
措施，以打压俄罗斯的能源
收入。

有美国官员预计，G7经
济体将同意调整制裁方式，
即用全面出口禁令（含少数
豁免类目）取代目前逐类实
施的出口禁令。不过，到目
前为止，G7成员国尚未达成
一致。

围绕全球性问题，G7将
讨论全球经济、粮食和能源
危机、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
广泛议题。

据悉，岸田拟安排对核
裁军与核不扩散问题的集中
讨论，有意在气候变化上展
现领导力，还希望进一步扩
大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
合作。

聚焦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等议题
但“富人俱乐部”影响力江河日下

广岛峰会将登场
G7难再一手遮天

围绕涉华问题，有日媒称，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本次峰会
的另一聚焦。

消息人士称，日本和美国
欲将“经济安全”作为峰会主要
议题之一。除了联合声明外，
峰会可能会罕见推出带有指向
性、反对“经济胁迫”的附属文
件，包括成员国将在半导体、重
要矿产和农产品上摆脱对华、
对俄依赖机制等。

引人注意的是，日媒同时
提到对华合作的必要性。比
如，G7成员国应该在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全球健康等领域
与中国合作；日中两国政府将
继续在各个层面进行接触。

“从重要性来看，本次峰会
可能会讨论几方面议题。”傅梦
孜指出，一是乌克兰问题，美欧
日可能会确立新的对俄制裁框
架，比如更广泛的出口限制、针
对第三国逃避制裁的处罚等。
二是粮食和气候问题，这是G7
试图在全球事务中彰显主导地
位的议题。三是供应链问题，
G7在减少外部依赖方面存在一
些共识，达成合作框架可能相
对容易。四是清洁能源转型
问题。

与此同时，“有关针对中国
的问题可能会处于格外醒目的
位置。”傅梦孜指出，峰会可能
会发表加强合作应对任何国家

“经济胁迫”的声明，指向性很
明确。其实，美国才是“经济胁
迫”的行家里手。但在日本的
鼓噪和舆论引导下，上述问题
显得愈发突出。

“作为主办国，日本肯定会
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来引领话
题、主导会议。”吕耀东指出，在
乌克兰危机和全球经济问题
上，G7基本都是老调重弹。今
年的重点估计会在东亚方向。
日本之前一直渲染所谓的地区
威胁，岸田也曾发表“乌克兰危
机东亚化”的言论，各国可能会
谈及朝核危机、台海问题，以及
东海、南海等问题。

日本私心较重

根据安排，除G7成员国外，
岸田还邀请多位非G7领导人以
观察员身份出席，包括澳大利
亚总理、印度总理、巴西总统、
韩国总统以及越南、印尼、科摩
罗和库克群岛的领导人等。本
次峰会期间将举行多场扩大
会议。

从会址选择，到议题设置，
再到加长版邀请名单，一连串
外交举动的背后，体现出日方
怎样的政策考量？有日媒称，
岸田将本次峰会视为提高日本
全球影响力的一次考验。正因
如此，他从年初开始发力——— 1
月出访欧洲和北美、3月突访乌
克兰、4月出访非洲、5月登上
《时代》杂志封面，试图借G7峰
会确保与更多国家建立联系，
实现外交雄心，让日本在全球
舞台上焕发活力。

“从近来的外交动作看，日
本为了彰显自身地位、发挥在

国际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做了
很多工作，包括鼓噪渲染所谓
的‘中国威胁’等。”傅梦孜指
出，究其背后，日本在实现军事
野心、早日成为“军事和政治大
国”方面私心较重；同时，它也
是为了密切配合美国、维护由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需要。

无论如何，“日本的做法与
它选择将广岛作为开会地点的
初衷相悖，不仅不利于地区局
势缓和，还将恶化亚太地区的
政治气氛、挑动甚至胁迫一些
国家选边站队、为北约进入亚
太提供借口，这些趋势值得警
惕。”傅梦孜说。

“作为东道主，岸田在峰会
召开前进行一系列出访，引领
话题并为峰会定调，都是常规
操作。效果究竟如何，仍有待
观察。”吕耀东从日本国内、国
外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在国际上，岸田邀请韩国、

印度、非洲国家等代表与会，目
的无非是拉拢这些国家，为G7
峰会的理念站台，在国际上形
成压倒性声音，服务于日本和
美西方的利益。表面上看，轰
轰烈烈，但事实上，G7“富人俱
乐部”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并不
一致。其他国家最主要的愿望
仍是维持有利于发展的稳定局
势。一味拱火、制造事端，有悖
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
因此，这些受邀国是否真的赞
同G7的一些意图和主张，仍未
可知。

“即使在日本，从最近广岛
民众举行集会反对G7峰会可
见，岸田的外交政策并未完全
得到国内认同。”吕耀东说，一
些日本民众认为，岸田政府在
国内问题上乏善可陈，转而想
通过渲染威胁等外交手段加
分，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带来负
面影响。

聚焦涉华议题

有西方人士感慨，当前
形势下，乌克兰危机走向不
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
过去一年多里对包括G7成
员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产生
激励作用。西方对乌克兰
危机的一致反应重振了G7
的自信。人们有理由对西
方作为世界主要政治和经
济力量的复兴保持乐观。

情况真是这样吗？两
位分析人士不以为然。

“G7峰会向外界传递的
仅仅是占国际社会一小部
分的‘富人俱乐部’的声音，
并不能以此统合、强加于国
际社会。”吕耀东指出，它并
不是为了维护整个地区乃
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反而是
制造矛盾，想把危机引到东
亚，这些做法不得人心，也
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看，G7所发挥
的 作 用 和 影 响 仍 在 逐 年
衰落。

“自拜登上台以来，在
美国拉拢盟友一系列动作
下，G7似乎走出了自冷战结
束以来的最低谷时期，在凝
聚西方共识方面具有一定
意义。但就目前来看，还谈
不上西方力量的‘复兴’。”
傅梦孜从力量对比、内部分
歧、时代潮流等角度给出
观察。

力量对比上，当今世
界，很多全球事务并非G7所
能决定。这不仅因为G7在
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
影响力和实力不能与成立
时同日而语，也因为随着新
兴经济体的崛起，G7不能一
手遮天。

内部分歧上，欧美不是
铁板一块。美国想把G7打
造为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与
欧洲制定共同经济政策的
工具和抓手。但一些欧洲
国家仍想谋求战略自主、减
少对外依赖。因此，美国想
利用G7平台，不可能一呼
百应。

时代潮流上，近年来，
世界确实撕裂了。一些现
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因素明
显抬头、大国对抗跃上台
面，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最紧迫
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大国
协调合作的气氛受到很大
影响。战后国际秩序已在
美国的破坏下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世界已越过一
国或少数国家主导的时代，
全球化并未停止。阵营对
抗不合潮流，搞‘小圈子’、
集团化将损害美国自身及
其盟友的利益。作为国际
格局中一股上升的力量，中
国应对此心中有数，在多元
世界中勇毅推动全球治理，
揭批霸权国家分裂世界的
图谋，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傅梦孜说。

据新华社、《解放日报》

G7难言复兴

■ 新闻分析
5月14日，

在 日 本 广 岛 街
头，日本民众举
着“不要战争、不
要核武器、不要
G7”等标语，强烈
抗 议 七 国 集 团
（G7）峰会将在广
岛召开。

55月月1199日日至至2211日日，，由由美美国国、、英英国国、、加加拿拿大大、、法法国国、、德德国国、、意意大大利利、、日日本本组组成成的的七七国国集集团团
（（GG77））峰峰会会将将在在日日本本广广岛岛举举行行。。

与与去去年年相相似似，，乌乌克克兰兰危危机机将将成成为为会会谈谈主主要要议议题题之之一一。。与与此此同同时时，，全全球球经经济济、、涉涉华华议议题题
也也将将成成为为峰峰会会聚聚焦焦点点，，据据称称联联合合声声明明将将包包括括专专注注于于经经济济安安全全的的附附属属文文件件。。

分分析析人人士士认认为为，，本本次次峰峰会会在在团团结结西西方方国国家家政政治治共共识识上上仍仍可可发发挥挥一一定定作作用用，，但但随随着着经经
济济实实力力和和影影响响力力的的此此消消彼彼长长，，GG77不不可可能能再再一一手手遮遮天天。。继继续续渲渲染染地地区区紧紧张张局局势势、、挑挑动动阵阵营营
对对抗抗，，不不仅仅违违背背时时代代潮潮流流，，也也有有悖悖于于大大多多数数国国家家的的意意愿愿，，最最终终只只会会损损人人害害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