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報》
、路透社報道：一年一度的七國集團（
G7）峰會24日在法國南部度假勝地比亞
里茨開幕。G7領袖在貿易摩擦、伊朗和
氣候變化等諸多全球性議題上存在極大
分歧，隨着中美貿易戰23日再次升級，
此次G7峰會恐難取得有意義成果，各方
可能將再次上演一場不歡而散的 「尬聊
」 。德國之聲電台網站日前刊文指出：
是時候廢除七國集團了！

七國集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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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升級貿易戰 G7尷尬開幕
伊朗氣候關稅議題分歧大 峰會難有實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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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朗普（（左左））2424日抵達比亞里茨與馬克龍共進午餐日抵達比亞里茨與馬克龍共進午餐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示威者2424日在法國與西班牙邊境遊行日在法國與西班牙邊境遊行，，抗議抗議GG77召開召開
路透社路透社

全球施壓
巴西派軍隊亞馬遜救火

▼

一名示威者24日在法國與西班牙邊境被警方逮捕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報道：針對近期亞馬遜雨林

爆發的火災，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當地時間23日稱，巴西政府正

考慮將派遣軍隊前往亞馬遜雨林滅火。

巴西政府將依據 「保障治安秩序法」 （GLO）來執行這次

的派軍隊滅火行動。在巴西舉辦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和2016年

奧運會期間，巴西政府曾依據該法而向里約熱內盧派駐軍隊，協

助當地警方維持公共治安秩序。

亞馬遜雨林火災引發了國際關注。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

領導人陸續對火災表示關切，要求巴西政府迅速採取措施撲滅大

火，以遏制被譽為「地球之肺」的亞馬遜雨林火災的蔓延。法國總

統馬克龍表示，將在G7峰會上研討如何應對亞馬遜火情。

亞馬遜雨林火災也引起了全球社交網站的關注。世界各國的

名人明星紛紛在各自社交帳號上呼籲人們關注火情，一起為亞馬

遜祈禱。對此，巴西政府在承諾將採取措施滅火的同時，也對一

些網絡社交媒體發布虛假的火災現場照片和動物喪生照片並進行

「聳人聽聞」 的報道表示反感。

博索納羅說，巴西目前是高溫、乾燥和強風的季節，所以亞

馬遜地區每年這個時候都會不幸起火，火情大小取決於當年的雨

水和氣溫情況。今年的起火數量其實沒有超過近15年來的平均

水平，但巴西政府不會袖手旁觀。 「人們在國內外傳播謠言並不

能解決問題。」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英國首相約翰遜

23日承諾，當英國結束與歐盟長達40多年的關係

後，他將打造一個 「國際化、外向型」 的國家。

約翰遜在法國G7峰會前夕表示： 「我本周要

向G7領袖傳達的訊息是：在我領導下的英國會是

一個國際化、外向型且自信的國家。」 約翰遜早

前承諾，無論是否與歐盟在10月31日期限前達成

協議，都會落實英國脫歐的目標。

不過英國商界擔心，無協議脫歐可能危害國

際貿易並使英國經濟衰退。約翰遜說，有關英國

脫歐後將面臨經濟衝擊和外交孤立的預測，是 「
大錯特錯」 。他在首相辦公室發表的聲明中說：

「有些人質疑這個國家做出的民主決定，擔心我

們會從國際舞台退場。有些人認為，英國最美好

的日子已悄然遠去。我要對那些人說：你們真是

大錯特錯。英國永遠不會拋下作為國際體系支柱

和締造者的特殊責任。我們將繼續留在世界的核

心。」
約翰遜將在峰會上，與美國總統特朗普、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和其他世界領袖舉行雙

邊會談。

無懼硬脫歐 約翰遜擬打造外向型英國

▼

巴西民眾23日在聖保羅示威，要求保護亞馬遜雨林
路透社

在七國集團內部，如今信任危機越發明顯。

尤其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高舉 「美國優

先」 牌子，對傳統盟友也不客氣，致使七國集團

內部分歧更加嚴重。從加徵關稅到伊朗核問題，

從數碼稅之爭到英國如何脫歐，美歐之間、歐洲

國家之間矛盾重重，很難達成共識。正如法國國

際關係和戰略研究所學者布爾若所說，目前七國

集團面臨的困難不是磋商，而是找到能夠磋商的

話題。

美要求舉行經濟特別會議
不少學者和媒體都不看好此次G7峰會能夠就

重要議題擱置爭議、達成一致。法國國際關係專

家巴迪認為，本屆峰會上美歐縮小分歧的可能性

較小，因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更像是「展示外交」
而不是「談判外交」， 「在他看來，向自己的選民

展示自己不會屈服於任何人，才是最重要的」 。

特朗普24日抵達比亞里茨與馬克龍共進午餐

。馬克龍稱，他們討論了全世界 「許多危機」 ，

包括貿易政策和氣候變化等。特朗普被問及，是

否會為了報復法國的數碼稅而向其紅酒徵稅時，

他未明確表態，只是稱 「我愛法國紅酒」 。特朗

普還表示，自己與馬克龍有 「很多相似之處」 和

「特別的關係」 ，他稱本次峰會將取得很多成果

，並對此非常期待。特朗普還特別要求25日上午

舉辦一場特別會議，來討論全球經濟問題。

然而，似乎沒有人相信特朗普的這番

「預言」 能夠成真。去年的加拿大G7峰會

，特朗普提前走人的場景還歷歷在目。路

透社認為，由於美國在處理貿易及環境等

爭端方面與其他國家格格不入，美國與其

盟友要在年度峰會上找到共同立場的難度

「越來越大」 。《華盛頓郵報》揶揄稱，

G7年度聚會的主要目標如今已是 「不爆發

家族成員矛盾」 和 「別出意外」 。法國早

已決定，為避免峰會再度以失敗收場，屆

時將不會發表最終聯合公報。

美國智庫研究機構外交關係協會的帕

特里克表示： 「馬克龍將這場峰會視為重

新啟動多邊主義、促進民主和馴服全球化

以確保其適用於每個人的機會。但比較可能的結

果是，這場會議將揭露威脅西方團結和國際合作

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斷層線。」 馬克龍這次

還請來南非、智利、澳洲和印度等國的領導人，

其意圖就是希望能夠擴大七國集團的全球影響力

。不過，凡此種種，恐怕並不能真正改變七國集

團目前面臨的尷尬和離心狀態，人們也無法對G7

峰會取得何種成果抱有更多期待。

黃背心伺機而動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也表示，本次G7峰會

將是各國 「團結一心的艱難考驗」 。

除了關注G7領袖和會議本身， 「黃背心」 會

否衝擊峰會也成為媒體關注的另一焦點。為了保

證比亞里茨的安全，法國官方臨時切斷了城鎮與

外界的火車和民用航班聯繫。24日開始一直到26

日峰會結束，當地火車站和機場都會關閉。對於

示威者來說，他們的行動更加受限。法國官方嚴

格禁止未經批准的示威。示威者們在靠近比亞里

茨的西班牙邊境城鎮 「安營紮寨」 ，伺機而動。

法國警方23日深夜與示威者在靠近比亞里茨

的于呂涅發生衝突，至少17人被捕，4名警察受

傷。這預示着比亞里茨在峰會召開期間注定不會

平靜。

用 「氣急敗壞」 來形容昨天特朗普的
心情一點也不過分。他一連發了12個推特
，一邊抨擊中國及中國領導人，一邊指責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是造成美股大跌的主
要原因。

繼特朗普宣布對中國輸美剩餘3000多
億美元商品加徵10%的關稅以來，中國昨天
終於做出反擊，宣布對美國輸華750億美元
商品加稅5-10%。美國股市在進行短暫的抵
抗之後，一路走低，特朗普的心情也隨着
股市的起伏欲罷不能，立即宣布對中國
5500億美元的輸美商品再加5%的關稅。道
指大跌2.37%，特朗普當天發的推特也創下
階段性紀錄。

周五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召開的全
球央行年會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鮑威爾
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 「會採取適當措施
，保持美國經濟的擴張」 ，並沒有向市場
釋放大幅度降息的信號，令華爾街失望。
中國的反制措施及鮑威爾的溫和講話令市
場放棄抵抗，股指變成了自由落體。而特
朗普此前已經給出降息1%的 「指引」 ，但
鮑威爾全當耳邊風，氣得特朗普破口大罵
美聯儲壞了他的好事。特朗普告訴記者，

如果鮑威爾辭職，他不會阻攔。
這兩年半來，中美領導人的會晤多有

握手言歡，但特朗普當面說好話、背後捅
刀子的事幹得太多了，以致中國人習以為
常。無論是前不久特朗普參加諾曼第登陸
紀念大會，還是出席大阪峰會，以及中國
領導人參加聖彼得堡世界經濟論壇，中美
雙方領導人都還以 「朋友」 相稱。即便是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發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也只限於把中國定義為 「美國的主
要競爭對手」 。從對手到敵人，雖是一步
之遙，但畢竟還有一層窗戶紙，雙方都不
願意捅破。在大阪峰會期間，特朗普更是
表示， 「對中國沒有敵意」 。但這一次，
特朗普不想再裝了，鮑威爾與中國領導人
一併被特朗普列為敵人，他 「唯一的問題
是，誰是更大的敵人？」

特朗普上任兩年多來，全力推進 「美
國優先」 政策，大打貿易戰，在關稅問題
上對主要經濟體進行了 「無差別」 掃射，
把全球經濟拖入衰退的邊緣。尤其是對中
國的 「點射」 更是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應
。俗話說，大象打架，草地遭殃。與中美
貿易聯繫密切的國家像韓國、新加坡等國

，早已怨聲載道，尤其是新加坡總理多次
呼籲中美兩國坐下來談判， 「美國必須調
整心態，接受中國的崛起，而不是試圖迫
使小國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 。但特朗普
根本聽不進去，依然是我行我素，一意孤
行。

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助理國防部長
約瑟夫．奈就曾警告過， 「如果你把中國
視為敵人，他就會變成敵人。」 這位學者
的話一語成讖。中美貿易戰輪番升級，中
美關係也被迫駛向未知的水域。

在美國上下都感受到貿易戰給底層人
民帶來痛苦的時候，特朗普非但不懸崖勒
馬，反而把自己推向神壇，說自己是 「天
選之子」 ， 「專門是來對付中國的」 ，特
朗普自詡是帶領美國人民走出大漠的 「摩
西」 ，在國內是 「抽乾華盛頓沼澤」 的第
一人。至於這麼多屆的美國總統，統統都
是笨蛋，讓中國賺了數以萬億計的美元，
這種狀況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既然是中
美決戰，就需要承受更多痛苦。而宗教成
為特朗普的救命稻草，至少可以暫時麻痹
一下美國人民，跟着這個 「混世魔王」 走
一程也是不得已的選擇。大多數美國農民

認為，過去我們很苦，沒人關心；現在依
然很苦，但特朗普關心他們，他們願意作
出這樣的犧牲。這就是為什麼最新民意測
驗顯示，特朗普在美國農民中獲得78%支持
率的重要原因。

美國股市被中國打了下去，讓特朗普
參加七國峰會心情不爽。不過，這兩年他
參加七國峰會，心情就沒好過。以默克爾
為首的領導人怒懟特朗普的照片曾風靡世
界，估計要不了兩年，這幅照片就會成為
一幅經典油畫。

這個周末唯一讓特朗普來到巴黎稍能
提起興趣的莫過於與約翰遜見面了。這是
約翰遜當選首相以來的第一次會面，特朗
普免不了給約翰遜硬脫歐加油打氣。難怪
有人評論道，七國峰會由去年的6+1變成了
5+2，特朗普也算是找到了難得的 「知音」
。但兩人的友誼到底能維持多久值得觀
察。

亞馬遜雨林大火燒了一段時間了，以
落實巴黎氣候協定為己任的馬克龍當然希
望把這個問題納入七國峰會的議題，巴西
總統表達了不悅，特朗普雖對博索納羅表
達了援助撲火的意願，但要美國人重返協

定，馬克龍很難指望得上他。在遏制中國
的問題上，特別是拿香港問題說事，也很
難形成一致的聲音。為了避免尷尬，馬克
龍早早宣布，這屆七國峰會不再發表聯合
聲明，這是七國集團成立44年以來的第
一次。

特朗普的攪局讓西方同盟面臨解體，
更不可能就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實質性
的協調。七國峰會對於世界的指標意義越
來越小，中美兩國的一舉一動才真正能讓
全球資本市場翻江倒海。

地球圍繞大國轉，更是繞着中美轉，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
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了這一點，不願選邊
站隊成為大多數國家的明智選擇。不幸的
是，恰恰是我們身邊的一些人看不清歷史
的方向，跪舔美國、甘當棋子，這才是歷
史的悲哀。

既然中美擺開了全面開打的架勢，可
以預料，香港這個砝碼在中美戰略博弈中
的地位越來越突出。香港在相當長一段時
間內，必然是 「樹欲靜而風不止」 。 「二
次回歸」 既是歷史的宿命，也是中華民族
崛起過程中的一門補修課。

周德武

特朗普終於說出中國領導人是他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