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新华网

七国集团（G7）又在聚会了。
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山区小镇

加米施-帕滕基兴，2015年G7峰会7
日召开。

从40年前在法国朗布依埃古堡举
行第一次会议开始，G7就挂起了“富人
俱乐部”的招牌。那是危机四伏的20
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
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为避免重蹈20
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G7应运
而生。

那些年，七国领导人常常在风光旖

旎的欧洲古堡或是气氛祥和的“炉边谈
话”中决定全球经济命脉走向，成为美
国走出经济衰退、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
更加迅速崛起的助推剂。

那些年，G7峰会在处理世界能源
和货币危机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近乎
绝对地掌握着全球话语权和全球发展
垄断权。G7峰会的触角逐渐伸向政治
领域，议题从最初的经济问题扩大至国
际政治与安全领域。

随着冷战结束，俄罗斯获邀加入“富
人俱乐部”，G7升级为G8。不过，俄罗
斯似乎离核心圈总有一步之遥，长期无
法参与有关全球经济事务的核心讨论。

40年过去了，美国依旧喜欢当“世
界警察”，日本依旧放不下历史包袱，
德、法、英在欧盟内各怀心思，俄罗斯再
次被西方搁在对立面……

G7还是最初的七国，世界却不是
原来的世界了。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巴西、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金砖国家
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主导力
量，与迟迟无法摆脱债务危机和经济萧
条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由
主要新兴国家与主要发达国家共同参
与的G20峰会迅速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看看今年 G7 峰会的议题：世界

经济形势、应对气候变化、中东和北
非地区问题、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伊
朗核谈判、全球范围内多边和双边贸
易谈判……桩桩事件，离不开发展中
国家的参与。

G7垄断全球话语权和全球发展的
时代已从事实上成为过去。

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冲击
下，老牌七国或许更加重视“抱团取
暖”，以维系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领
先地位，而塑造国际经济新格局，亦非
朝夕之事。发展中国家仍要为建立一
个更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序继续努力。

G7还是那七国
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

□新华社特稿（记者 闫洁）

7日，参加G7峰会的美国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受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的“特殊款待”，单独受邀前往风
景如画的小山村库恩“叙旧”。在乐队
伴奏下，二人品着暖心的巴伐利亚早
餐，对饮德国黑啤酒，高调秀出朋友知
冷暖的惺惺相惜。

只不过，秀归秀，德美两国私下里
的“暗战”却从未停止过。从“监听事
件”到“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谈判，德美之间的“信任危机”恐
怕不是一次把酒言欢就能消除的。

7日一早，奥巴马和默克尔便出
现在阿尔卑斯小山村库恩。

在开场白中，奥巴马称美德关系
“情比金坚”。就奥巴马对两国关系的
评价，默克尔也回以溢美之词。

她在讲话中称呼奥巴马为“亲爱
的贝拉克”，认为“尽管德美之间有时
的确存在意见分歧，但美国仍然是我
们的朋友和伙伴”。

抛开表面上的“你侬我侬”，德美
关系的微妙变化远非默克尔所说的意
见分歧那么简单，而是暗流涌动甚至
潜藏“信任危机”。

就拿“监听事件”来说吧。2013年
6月，美国情报机构针对德国、法国等
欧洲国家的大规模监听丑闻曝光，连
默克尔的手机也在美方窃听之列。消
息传出，默克尔给奥巴马打电话，强调
这是“严重背弃信任”之举，德美关系一
度紧张。今年4月至5月，德国媒体曝
光的文件再次显示，德国情报机构长
年充当美国监听欧洲目标的“帮凶”，被
监听的对象甚至包括法国和欧盟的官
员，这让一直把自己形容为美国监听
行为受害者的德国政府尴尬不已。

此外，在乌克兰问题、“跨大西洋
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问题
上，德美也是各怀心思，“暗战”不断。

□新华社特稿（记者 张伟）

为期两天的G7峰会7日在德国南
部开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在6日
就赶到会场，成为首位抵达的G7领导
人，显示其对峰会格外重视。

根据早先公布的议程，此次G7峰
会将聚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
化、贸易等议题，但对安倍来说，如何在
此次峰会中塞入南海局势、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中国话题，争取
G7盟友支持，才是其真正关心的重点。

为达到在G7峰会上的目标，安倍
精心安排了此次外交之旅。

安倍5日就从东京启程，赶在出席
峰会前首先访问乌克兰。媒体普遍认
为，安倍访问乌克兰并提供支援，意在表
明日本在乌克兰问题上与G7其他国家
立场一致，进而推动G7讨论南海问题。

安倍此行多次宣称，乌克兰问题与亚
洲局势存在“联动”关系，并把俄罗斯“吞
并”克里米亚与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相提
并论，认为都是“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行为”。

除了寻求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
压，安倍和其他日本官员还把话题引向
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言语显然意
有所指。

目前，G7在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
上存在分歧。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
利已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日
本、美国和加拿大尚未表态加入。

在公开质疑亚投行的同时，安倍转
而夸耀日本此前宣布的所谓“高质量”
亚洲基建投资计划。这项计划被一些
分析人士视为意在牵制亚投行，将由日
本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起实施，总
额约1100亿美元。

近年来，日本一直积极谋求将中国
话题强行塞入G7议事日程，显露出其
意图裹挟西方大国联手打压中国的阴
谋。有日本媒体放风称，此次G7峰会
联合声明将点名批评中国。

日本 竭力塞入中国话题 德美 表面“甜蜜”背后“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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