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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德、英、法、日、意、加七国领导人
和欧盟领导人齐聚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一
处豪华度假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G7）
领导人峰会。

此次峰会的联合公报中，G7 十多次强调
“团结、一致”，但却未能达成实质性成果。不少
西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峰会时，用上了“疲惫”“最
后的晚餐”等词，甚至称G7“处于前所未有的危
险之中”。

G7峰会何以黯然落幕？这一所谓的“富国
俱乐部”如今面临怎样的“危险”？这一机制还能
走多远？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
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进行深入解读。

““貌合神离貌合神离”“”“各有难处各有难处””

意大利秀美的风光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
前来开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
相反，其中许多人正在自己国内面临不小的政
治挑战，“各有各的难处”。

首先是美国总统。在抵达意大利的前一天，
拜登的儿子刚刚被定罪，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遭定
罪的在任总统子女。路透社称，随着美国2024年
大选日临近，拜登当前正面临着严峻的选情。

“明年出现在G7峰会上的，究竟会是特朗
普还是拜登，是笼罩在峰会上的巨大未知之
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中说。

德国与法国领导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刚
刚落幕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法两国的执政党
表现糟糕。为重振旗鼓，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
不惜冒着巨大风险解散国民议会、宣布提前举
行议会选举。

在英国，首相苏纳克将议会下院选举提前
至7月举行，民调显示反对党或将迎来大胜；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内阁只有16.4%的支持
率；加拿大即将在明年举行大选，总理特鲁多也
面临声望低迷的困扰，一度表示每天都想辞去
自己这份“疯狂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 G7 国家努力对外
“秀团结”，峰会难免受到国内“状况频出”的政
局影响。

“为了应对各国，尤其是美国（政局）的不确
定性，G7 峰会提出了很多目标，试图以超越政
治变化的方式将它们固定下来。”崔洪建说。

他还指出，这届 G7 峰会对西方而言很重
要，它将为接下来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
会”、7月的北约峰会定调，因此各国更需要协调
立场、彰显团结。

然而，美国媒体在报道峰会时，通过《七国
集团领导人齐聚意大利，躲避国内政治危机》这
样的标题，精准概括出 G7 领导人的窘境。
CNN称，这样的情形引发了人们的质疑：在本
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中，G7在世界舞台上究竟
能发挥多大作用？

焦点问题焦点问题，，各执一端各执一端

各自“内忧”之下，G7峰会开得怎么样？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是这场峰会关注的

焦点，但这些议题，也成了七国集团争吵的焦点。
由于乌克兰危机久久未决，不少国家深陷

“援乌疲劳症”。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向乌
克兰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各国进行了长久的争
论。CNN 称，直到拜登飞往意大利参加 G7 峰
会时，援乌计划还在讨论中。

“欧美对乌克兰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欧洲
普遍希望取得平衡，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因为
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大部分都在欧盟国家，一
旦俄罗斯采取报复措施，受影响最大的也将会
是欧洲。”崔洪建指出。

据法新社统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作为对
俄制裁的一部分，西方冻结了俄罗斯央行价值
约3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在欧洲。

因此，欧洲完全有理由担心乌克兰最终无
法归还贷款、被冻结资产无法产生足够收益、这
些资产最终会被归还给俄罗斯等问题。

崔洪建指出，对美国而言，更需要看到具体
的援乌金额，需要尽快落实援助计划。但欧美
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

在巴以问题上，崔洪建认为，欧美之间存在
较大的矛盾，双方的分歧比在俄乌问题上的更
多。

首先，欧洲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分歧，有的
国家支持以色列，也有国家对巴勒斯坦表示同情。

“如果没有美国此前提出的三阶段计划，美

欧甚至无法在峰会上就巴以问题展开讨论。”崔
洪建认为，只要美国继续像目前一样一味支持
以色列，美欧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将难以化解。

“无论欧美怎样努力协调立场，只要美国的
单方面政策不改变，就很难出现解决当前巴以
冲突的好方法。”崔洪建指出。

除此之外，峰会期间各国在多个问题上争
吵不断。比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反对在峰会
最后声明中加入支持堕胎权的直白措辞，就惹
恼了美国和法国领导人。

G7的分裂与矛盾从何而来？
崔洪建认为，G7以所谓的世界最发达经济

体自居，起初着眼于“经济治理”议题，矛盾并不
突出。但随着近年来 G7的“地缘政治化”越来
越强烈，美国试图将G7变为谋求自身地缘利益
的工具，再加上G7国家影响力不断下降，集团
内各方的矛盾不断加深。

““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

在分歧和争论中召开的G7峰会，见证了自
身不断下滑的国际影响力。

“抵制七国集团”“不要战争”“停止破坏地
球”，峰会开幕当天，距会场60公里的布林迪西
市聚集了大批抗议者，抨击G7在环境、和平、社
会公平等领域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由于会场周
边每天都会发生抗议活动，意大利警方不得不
在会场周边部署上千名警力。

舆论场上，质疑G7所扮演角色和发挥作用
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美国“政治新闻网”直白地写道，本次G7峰
会中的六位领导人如同“跛脚鸭”，此次峰会更
像是“最后的晚餐”，根本无法展示所谓“西方实
力”。美国外交学会也刊文说，由于内部分歧和
外部形势变化，G7的重要性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本届峰会还邀请到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巴西、印度、约旦等多国代表参加。有分
析指出，这样的举措，反映出西方的“小心思”。

“这反映出G7争夺全球南方的意图。”崔洪
建说，“一方面，G7意识到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
崛起难以遏制，西方已经很难真正代表世界上
多数国家的意志；另一方面，G7 也希望对全球
南方国家施加影响，以帮助巩固自身所谓的主
导地位和既得利益。”

崔洪建指出，如今七国集团插手的事务越来
越多，但已与当前国际格局发展的客观规律相
悖，“非西方力量崛起、多极化进程加快，这与以
前由七国集团来主导国际事务的形式相矛盾。”

他指出，“尽管G7在努力维持自身生命力，
甚至希望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在不
断下降，它的生命力也值得怀疑。”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6日电（记者吕
迎旭 王卓伦）以色列军方 16 日发布声明
说，以军从15日开始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南部部分地区实行“战术性军事活动暂
停”。以军同时表示，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仍
将持续。

声明说，为方便加沙地带援助物资进
入，从 15 日开始，每天早 8 时到晚 7 时，在
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到萨拉赫丁公路及北向
道路实行“战术性军事活动暂停”，直至另
行通知。据以军声明所附地图，停火通道
至汗尤尼斯附近的欧洲医院为止。

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位于加沙地带南
部，与以色列接壤，是目前加沙地带主要货
运口岸。萨拉赫丁公路位于加沙地带东
部，贯穿加沙地带南北。

去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自加沙地带突袭以
色列境内军民目标，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
带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据巴勒斯坦加沙
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以色
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7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8.5万人受伤。

新华社莫斯科6月16日电（记者 陈汀）俄
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和埃及当
天在地中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俄国防部说，由俄太平洋舰队“瓦良格”号导
弹巡洋舰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组成的

编队、埃及海军“卡迪尔”号护卫舰参加本次演习。
俄国防部表示，本次联合演习是加强俄埃

海军合作的又一实际步骤。演习以“交汇演习”
形式进行，演习内容包括联合机动、通信和检查
行动演练。

社交媒体上本周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以
色列军队用古老的抛石机发射“燃烧弹”，对付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这段视频13日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大
约6秒。视频中，数名以军人员操作一部看似
木制的抛石机，一个燃烧物被抛向空中，飞越一
堵混凝土高墙。

以色列军方向以色列和美国媒体证实了视
频的真实性，称这是驻守在以黎边境的以军士
兵“自创”的方式，用于清除黎巴嫩一侧边境地

区茂密的植被。
《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用“中世纪武器”描

述以军这一装置。在《耶路撒冷邮报》网站上，甚
至还有一段以军士兵用弓向高墙另一侧射火箭
的视频。不清楚这段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去年10月爆发大规模冲突后，支持哈马斯
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不断从黎巴嫩以火箭炮等
方式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军则回以空袭
和炮击。 新华社特稿

一辆以色列装甲车 15 日在加沙地带
发生爆炸，车上 8 名军人全部死亡。这是
以军数月来在加沙作战中遭受的最大单次
人员损失。

以色列国防军说，一支以军车队当天
清晨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一个居民区
行进，其中一辆装甲车突然爆炸，彻底损
毁，车上8名军人全部死亡。

以军发言人说，爆炸可能由预先安放
在装甲车所经路线的炸药引发，或者是由
于装甲车遭到反坦克导弹打击。

发生爆炸的是一辆以军“纳梅尔”（又
译“雌虎”）式重型装甲运兵车。据《耶路撒
冷邮报》报道，以军正在调查炸药是在装甲
车底部爆炸还是被人安放在装甲车侧方，
以及爆炸是否由装甲车内所载炸药引发。

据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旗下武装派别称，以军装甲
车进入了哈马斯预设的雷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交部长卡
茨都在社交媒体哀悼死于爆炸的以军人
员。

今年1月22日，21名以军预备役士兵
在加沙地带中部一次战斗中身亡。

法新社报道，15日的事件使以军对加
沙地带发起地面进攻后死亡人数超过300
人。 新华社特稿

在阿曼斡旋下，瑞典15日释放伊朗前官员
哈米德·努里，作为交换，伊朗同一天释放两名
在押瑞典人员。

伊朗官方媒体播放的视频画面显示，努里
当天下午抵达德黑兰麦赫拉巴德机场，走出飞
机与家人拥抱。

现年63岁的努里原是伊朗司法官员，2019年
在斯德哥尔摩机场被捕，2022年被判终身监禁，
瑞典方面指控他“参与上世纪80年代伊朗一座监
狱虐待和大规模处决囚犯”。努里否认这些指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当天说，努
里因瑞典法院“不合法”的裁决遭监禁，经伊朗外
交部以及司法机构等方面的不懈努力最终获释。
卡纳尼同时感谢阿曼为努里获释提供的帮助。

15日晚些时候，获释的瑞典人约翰·弗洛德
鲁斯和赛义德·阿齐兹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弗洛德鲁斯现年33岁，自2022年4月以来被
关押在伊朗，被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阿齐
兹是获得瑞典国籍的伊朗人，2023年11月在伊朗
被捕，因危害伊朗国家安全罪被判处5年监禁。

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在一份声明
中说，伊朗用两名瑞典公民“作为释放努里的谈
判筹码”，而他作为首相，对瑞典公民的安全负
有责任。两人当下情况良好，已经与家人团聚。

阿曼外交部在声明中说，阿曼应伊朗和瑞
典请求为这次互相释放在押人员提供了协助，
他们获释后途经阿曼返回各自国家。

新华社特稿

6月15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当地儿童领取救济食物。
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 摄）

内忧外患交织G7峰会何去何从

以军称在加沙南部部分地区
实行“战术性军事活动暂停”

以军遭受数月来
最大单次人员损失

以军用“中世纪武器”对付黎巴嫩真主党

俄罗斯和埃及在地中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瑞典与伊朗互释在押人员

加沙地带加沙地带：：儿童领取救济食物儿童领取救济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