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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5月5日电 七国
集团（G7）外长会 3 日至 5 日在伦敦
举行，为定于下月在英国举行的G7
峰会预热。这是七国集团近两年来
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东道主英国也
借机邀请多个位于印太地区的“嘉宾
国”外长参会，强调维持以欧美为主
导的“国际秩序”，试图扩大G7影响
力的版图。

分析人士指出，美英在印太地区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协调如何一致
应对俄罗斯和中国，企图心明显。但
对七国集团这个旧时代的产物而言，

“新朋友”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解决
问题能力的增强，反而再次暴露其战
略焦虑和内部分歧。

搞“小圈子”

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英国邀请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文莱
以及南非外长参加本次会议。英国
称，这些国家都是支持“民主”的“志
同道合者”，拥有“共同价值观”。

根据5日会议结束后的联合声明，
各方承诺将协力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
应对气候变化、饥荒和人道主义危机，
保障女性教育权益等。但舆论关注的
焦点是，美国如何团结“志同道合者”共
同应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崛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G7外
长会后飞赴乌克兰访问。有分析指

出，他此次欧洲之行就是要强化各方
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维持俄欧紧张
态势，进而拉拢欧洲国家联手对抗俄
罗斯。

对英国而言，邀请印太国家参加
G7会议也有私心。脱离欧盟后，英
国着力塑造“全球英国”形象，明确提
出将外交政策向印太地区“倾斜”。
此次受邀参会的国家除南非外都在
印太地区。

分析人士表示，美英等国在此次
会议期间打着“遵守国际秩序”之名，
却行拉拢更多国家打压中俄之实，充
分表明其搞“小圈子”的本质。

焦虑和分歧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高级研
究员马丁·雅克认为，此次外长会暴
露了七国集团的战略焦虑。他 5 日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再见吧，
G7。你曾经主导世界，但如今你只
是世界越来越小的一部分。你难以
忍受自身地位的衰落，于是你责怪中
国。但你的失败只能怪自己。”

尽管美英等国极力“吆喝”，但许
多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在经济议题
上，还是在对华、对俄关系上，G7内
部都难以形成一致步调。

美国国务院 4 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布林肯在此次会议期间与德国外
长马斯会晤时，再度表达了美方对俄

德“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强烈
反对。有专家指出，鉴于欧洲大陆对
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德国、法国
等主要欧洲国家在对俄政策上不会
紧跟美国。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发表
分析文章说，美方指责“北溪-2”是
一个坏主意，但德国并未顺从，一方
面是因为这个项目受德俄之间条约
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对自己
能源安全的评估与美国不同。

对于英国意图向印太地区“倾斜”，
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驻法大使彼
得·里基茨认为，这会加大英国与欧洲
盟国之间的隔阂，因为向印太地区的

“倾斜”就意味着从欧洲的“偏离”。
美国经济学教授哈伊里·图尔克

5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
经济基础决定了美英企图借G7扩大
反华阵营的目的难以实现，因为德
国、日本、韩国都和中国有直接大量
的经贸往来，而印度作为中国倡导设
立的亚投行主要受益方之一，也不会
轻易和美国公然站在一边。

不合时宜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多国专家
早已指出，作为旧时代的产物，七国
集团已不合时宜，难以主导国际政治
和经济秩序。

本次会议议题涵盖当前几乎所

有重大全球问题，但会后联合公报和
大量双边会谈的重点，却放在了应对
那些“挑战”西式民主的国家。对此，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罗宾·
尼布利特表示，从本次会议的议题设
置来看，G7 缺少包容性，议题严重

“跑偏”。他说，G7应设立更积极的
核心目标，把重点放在更重要的全球
性议题上，“而不是寻求遏制中国或
俄罗斯”。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
任辜学武认为，此次会议安排的议题
众多，但当下全球面临的三个最迫切
问题——抗疫、环保和经济复苏却都
没有被具体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
日呼吁 G7 为全球抗疫提供资金支
持，推动临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
权。法国《费加罗报》5 日发表文章
说，G7外长会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
疫苗的公平分配，但富国并未按照世
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
划”（COVAX）公平分配疫苗，反而
抢占了尽可能多的疫苗。

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
大学欧洲政治学教授戴维·菲尼莫尔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看
重G7是要将其作为重塑自身国际地
位的工具，但人们不应夸大G7的重
要性，对其未来几年的影响不应抱有
过高期待。

借机邀请多个位于印太地区的“嘉宾国”外长参会

G7外长会拉帮结派暴露战略焦虑

5月5日，医务人员在摩洛哥卡萨
布兰卡一家医院照顾新生婴儿。

马里女子哈利玛·西塞4日在摩
洛哥一家医院产下九胞胎。西塞来自
西非国家马里北部，3月30日乘飞
机到摩洛哥一家医院待产，5月4日
接受剖宫产手术生下5个女孩和4个
男孩。 新华社发

一名马里女子

诞下九胞胎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5月5日电 据
南非广播公司5日报道，南非执政党非
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总书记埃斯·马
加舒尔因涉嫌贪腐已被暂停职务。

报道说，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
3 日召开会议，重申全国执行委员会
先前的决定，即所有涉嫌贪污或其他
严重犯罪的非国大党员必须辞职或被
停职，因此马加舒尔从当天开始被暂
停总书记职务。被停职期间，马加舒
尔不得代表非国大或以非国大总书记
身份参加公务活动。

南非执政党总书记
因涉嫌贪腐被暂停职务

新华社罗马5月5日电 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
署 和 欧 盟 5 日 共 同 在 线 发 布 的

《2021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
2020 年全球至少 1.55 亿人面临重
度粮食不安全问题，达到过去五年
最高水平。

重度粮食不安全是指生命或生
计因无法摄入足够食物而面临直接
危险。报告显示，受冲突、新冠疫
情、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
全球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持续加
剧。2020年，55个国家和地区至少
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
的粮食不安全困境，比上一年增加
约2000万人。

非洲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明
显。2020年，全球面临重度粮食不
安全问题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身处
非洲大陆。此外，也门、阿富汗、叙
利亚和海地等国去年粮食危机严重
程度也位列前十。

由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
和欧盟组建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
络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为应对
挑战，将加大努力推动建设有韧性
的农业粮食体系，实现社会、环境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至少1.55亿人面临
重度粮食不安全
达到过去五年最高水平

新华社阿布贾5月5日电 尼
日利亚警方5日证实，今年3月在
尼西北部卡杜纳州遭武装分子绑
架的20多名大学生已经获释。

卡杜纳州警方发言人穆罕默
德·贾里格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卡杜纳州联邦林业机械化学院的
20多名学生在遭武装分子扣押50
多天后终于获释，目前正在当地医
院接受健康检查。

卡杜纳州内政部门负责人塞
缪尔·阿鲁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
话采访时说，4月初已有10名大学

生在多方努力下获救。
3 月 12 日，阿鲁万发表声明

说，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3月
11日晚袭击了卡杜纳州联邦林业
机械化学院。安全部队赶到现场
后击退武装分子并救出180人，但
有至少30名学生下落不明。

近几个月来，尼日利亚连续发
生武装袭击事件，其中包括多起针
对学生的绑架事件。4月20日晚，
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了
卡杜纳州格林菲尔德大学，并绑架
了许多学生。

尼日利亚20多名遭绑架大学生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