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俄羅斯最後一次參加G8峰會 網絡圖片

特朗普20日在白宮告訴記者， 「
我肯定會」 支持G7再度納入俄羅斯。

他說： 「讓俄羅斯加入比較適當，因

為我們談的很多事都與俄羅斯有關。

」 他還說，俄羅斯被踢出G8，是因為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覺得普京比他 「聰
明」 。

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表達這種想

法，他去年在啟程前往加拿大參加G7

峰會時，就表示 「希望俄羅斯能在這

裏。」 但當時沒有其他領導人響應。

不過，CNN指出，這次情況略有

不同，是馬克龍20日與特朗普通電話

時，建議在明年美國舉辦的G7峰會上

邀請俄羅斯。特朗普對此十分歡迎，

不過他表示不會主動在周末的峰會上

提起這個話題， 「如果有其他國家能

提起動議的話，我肯定會贊成」 。

事實上，馬克龍在19日與普京會

晤時就表達了類似想法，他表示，如

果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和平談判方面取

得成就，俄羅斯就可順利返回G8。不

過普京明確指出， 「G8已經不存在，

我如何能回到不存在的組織。至於8個

國家展開工作的可能性，我們從來就

沒有拒絕過。」 他還表示， 「俄羅斯

本應舉辦G8峰會，但是我們的夥伴並

沒有抵達。」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之後，

七國首領拒絕前往原定於俄羅斯索契

舉辦的G8峰會，轉而在布魯塞爾會談

。自此之後，俄羅斯就被排斥在外，

該國在2017年宣布永久退出G8。

俄議員望中印加入組G10
對於特朗普新伸出的橄欖枝，俄

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俄

方需要收到正式、具體的提議後，才

會考慮是否重回G8。俄羅斯資深議員

、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科薩切夫則表

示，只有在不會重演 「七對一」 的局

面，俄羅斯才有可能重返G8。他同時

建議，應該要把中國和印度納入進來

，形成G10。議員普什科夫呼籲，美

國應首先從解除制裁開始。

分歧多 或首次無聯合公報
另據共同社報道，G7相關人士21

日透露，由於美國與其他國家在自由

貿易和氣候政策方面持續對立，主席

國法國擬放棄制定聯合公報。法國稱

，與其在圍繞制定公報的交涉上花費

時間，不如將重點放在G7首腦間坦率

的討論上，並發表個別主題的成果文

件。

法國尚未確定是否發表 「主席聲

明」 代替聯合宣言，如果沒有任何總

結性文件，這將是1975年第一屆峰會

以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

報道指出，由於美國無意通過多

邊組織處理貿易爭端與氣候議題，因

此G7集團要在年度峰會尋求共識，

已經愈來愈困難。美國總統特朗普已

表明，他傾向於雙邊貿易協定更甚於

多邊協議，並和中國陷入冗長的貿易

戰。此前特朗普不顧歐洲反對，單

方面退出了遏止氣候暖化的《巴黎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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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衛報》、澳洲

新聞網報道：澳洲總理莫里森（見圖
）21日宣布加入美國在波斯灣的 「
護航聯盟」 ，該國將提供一艘巡防

艦、一架P-8A海上巡邏機及支援人

員保護商船。不過，澳洲的貢獻規模

有限，也只限定在一段時間內。

澳洲國防部長雷諾茲表示，澳洲會在2019

年年底之前，將P-8A海上巡邏機派遣到波斯灣

，為期一個月，巡防艦則會在2020年1月起巡航

半年。軍方一共會派出200軍人。

莫里森指出，澳洲有15%的原油和30%的

精煉油來自波斯灣，伊朗 「破壞穩定的行為」

對澳洲的區域國家利益造成威脅。他因

此決定， 「與國際夥伴合作並做出貢

獻對我國有利。」
在野黨工黨支持莫里森的決定

，但有批評者指出，澳洲的行為可

能被視為 「違反國際法律的逾矩行為

」 。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

本月稍早訪問澳洲時，請求其加入 「護航聯盟

」 。目前，只有英國和巴林加入聯盟，而且英

國更希望組建以歐洲主導的護航隊伍。此前美

國盡力游說的法國、日本、挪威、比利時和韓

國，則尚未公開表態。

澳加入波斯灣護航聯盟

求購格陵蘭島被拒 特朗普推遲訪丹麥

報復法國數碼稅 特朗普擬徵100%紅酒稅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華

爾街日報》報道：意大利總統馬塔雷

拉在接受總理孔特的辭職之後，於21

日起與各黨對談，他會在近日決定是

重組執政聯盟、提前大選或是任命看

守政府直至明年。

目前五星運動黨正在與中左翼的

民主黨商量合作，一旦成功，極右翼

「北方聯盟黨」 黨魁薩爾維尼的逼宮

計劃就會告吹。不過一旦馬塔雷拉認

為無法組建穩定的新政府，他可能會

選擇在10月底舉行提前大選。不過，

考慮到若不採取干預措施，意大利增

值稅將在明年1月大幅上漲，會對民生

造成巨大影響，馬塔雷拉也可能先命

令看守政府執政，將大選押後至明年

，這樣可以確保預算案順利通過。

意大利前總理、歐盟委員會前主

席普羅迪提議，五星運動黨可以與同

時與中左翼的民主黨和意大利力量黨

結盟，這樣可以組建出一個親歐盟的

新政府，從而使 「意大利重新在歐盟

發揮積極作用」 ，布魯塞爾無疑會對

此十分歡迎。

薩爾維尼則再次表明反移民立場

，要求提前大選，他表示一旦聯盟黨

當選，就會爭取在明年預算案中實現

減稅，以及撥出500億歐元刺激經濟

投資。不過這樣會導致政府支出及債

務進一步增多，歐盟必定會出手管制

，屆時又會重演痛苦的談判拉鋸戰。

意籌組新政府 極右派逼宮陰謀或告敗

▲意大利前總理孔特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
社、CNN、俄羅斯衛星通信社

：七國集團（G7）峰會24日在法國
登場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20日向俄羅
斯伸出橄欖枝，表示支持俄重返八國集團
（G8）。還有美媒指出，法國總統馬克龍
也同意讓俄明年重新參加G8峰會。不過，
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訪法時表示，G8已
經不存在，沒有辦法返回不存在的

組織，俄羅斯願繼續與G7合
作。

【大公報訊】據彭博社報道：美

國總統特朗普8月9日出席紐約一個募

款餐會時曾表示，考慮對法國紅酒徵

收100%關稅，以報復法國總統馬克

龍向大型互聯網及科技公司徵收 「數
碼稅」 。

彭博社18日報道，特朗普8月9日

在由億萬富商羅斯主辦的一個募款餐

會上提到，作為對法國向谷歌及臉書

等大型互聯網及科技公司徵收 「數碼

稅」 的報復，他考慮向法國紅酒徵收

100%關稅。

紅酒是法國第二大出口商品，美

國更是法國紅酒的最大出口市場，佔

其總出口量接近四分之一。數據顯示

，法國去年出口至美國的紅酒總值高

達36億美元（約281億港元）。

美媒稱暫時未知特朗普對此是否

認真，但他在7月時曾在推特上表示，

馬克龍徵收 「數碼稅」 的行為非常 「
愚蠢」 。特朗普還曾聲稱： 「儘管我

不喝紅酒，我也一直認為美國的紅酒

比法國的更好。」
法國在7月通過針對跨國科技公司

的 「數碼稅」 ，理由是這些科企沒有

在顧客所在地繳納稅款，而是將利潤

登記在低稅率國家（如愛爾蘭），節

省需要繳交的稅款。這筆3%的數碼稅

可以為法國創造約5億歐元的稅收，其

中 「大部分由美國公司支付」 。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本周召開聽

證會，研討反制措施。谷歌、蘋果，

臉書和亞馬遜代表19日出席時，一致

批評數碼稅是 「令人不安的先例」 ，

這會導致成本提高。

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表示，稍後或

會建議對法國貨品徵關稅來抵銷 「數
碼稅」 。然而，美國商會表示不贊成

這種做法。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太陽報》報

道：英國首相約翰遜21日赴柏林與德國總理默

克爾協商脫歐事宜，但歐盟方面的態度並沒有

鬆動的跡象。默克爾當天稍早時指出，希望英

國盡可能 「沒有摩擦」 地脫離歐盟，她同時警

告英國經濟面臨的風險。法國則直截了當指出

，如果英國堅持要修改北愛爾蘭邊境保障方案

（backstop），那麼無協議脫歐就是最可能的

情形，同時英國必須支付390億英鎊的分手費。

歐盟的態度也已很明確。在約翰遜19日致

信歐盟，要求修改北愛邊境保障方案後，歐盟

委員會主席容克20日在推特上指責， 「那些既

反對保障方案，又不能提議可行的替代方案的

人，實際上就是支持重新出現硬邊界」 。

不過，據《太陽報》報道，約翰遜正在考

慮要求愛爾蘭主動放棄歐盟的貿易規則，轉而

與英國保持一致，這樣就可避免北愛與愛爾蘭

出現硬邊界。等到歐盟與英國就北愛問題找到

解決方案時，愛爾蘭就可 「回歸」 歐盟。這是

約翰遜提出的 「創意性方案」 ，預計他會向默

克爾和馬克龍提出上述建議。

約翰遜赴歐協商 德法無鬆動跡象

特朗普邀俄回歸G8 馬克龍支持
普京：無法返回不存在的組織

◀俄羅斯總統普
京（右）19日
與法國總統馬
克龍會晤

美聯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右）與
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在G20
峰會上會晤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

國總統特朗普20日宣布，鑒於丹麥首

相弗雷澤里克森無意討論美國購買格

陵蘭島一事，他將推遲雙方原定於9月

初舉行的會晤。弗雷澤里克森表示她

感到驚訝又失望，此前邀請特朗普訪

問的丹麥王室也表示意外。

特朗普當天晚間在推特上說， 「
首相是如此直接，為美國和丹麥節省

了大量的開支和努力。我感謝她，並期

待在未來某個時間重新安排會晤。」
弗雷澤里克森21日再次強調，格

陵蘭當地政府拒絕了美國購島的要求

，她完全支持這一決定。不過她也表

示，這件事無損於美國和丹麥的雙邊

關係。

丹麥人民普遍感到憤怒。前首相

托寧─施密特在推特上譴責道，特朗

普取消訪問 「是對格陵蘭人和丹麥人

的巨大侮辱。」 丹麥前外長利德高也

氣憤地指出，這是「一場外交鬧劇」，特
朗普「這種孩子氣的行為十分可憎。」

在特朗普18日首次公開表示有意

購買格陵蘭島後，弗雷澤里克森就明

確拒絕。她日前在訪問格陵蘭島時向

媒體重申，丹麥願與美國在北極事務

上加強戰略合作，但 「格陵蘭島不對

外出售」 。她還補充說， 「謝天謝地

，買賣其他國家和人口的時代已經結

束。讓我們到此為止。」

▲英國首相約翰遜21日啟程前往德國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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