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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領導人近期並不好過，距離大選僅剩約3周的英國首相蘇納克，勝選希望極為
渺茫；法國總統馬克龍為應對極右勢力冒起，
冒險提前舉行國民議會選舉；德國總理朔爾茨
的執政聯盟在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乏善可陳；美
國總統拜登則與前總統特朗普陷入混戰；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民調都跌
至任內低谷，前者更不排除會在9月執政自民黨
黨魁選舉中下台。

削弱作出重大承諾意願
《紐約時報》指出，G7國內生產總值（GDP）
在全球佔比近年不斷減少，實力正在削弱。梅
洛尼特地邀請包括印度總理莫迪、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非西方
發達國家領導人出席。然而他們的情況亦不理
想，莫迪領導的執政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失去
多個議席，埃爾多安也在地方選舉中受挫。
G7國內政治局勢不穩，影響今屆峰會的磋
商。專家認為，英國即將大選，執政保守黨很
可能落敗，蘇納克不會貿然簽署收緊對華貿易
措施、或加大力度制裁俄羅斯等承諾。馬克龍
與朔爾茨在其國內形勢不穩，不排除削弱他們
作出重大承諾的意願。

「現時不是正常G7集團」
拜登內外交困也考驗其拉攏歐洲盟友的外交
策略。分析指出，拜登政府試圖敦促歐洲再加
碼對華電動車、電池和半導體的關稅，並爭取
盟友同意加碼對俄制裁等。不過智庫歐洲外交
關係委員會高級政策研究員德馬萊斯直言，
「歐洲人知道特朗普一旦上台，隨時可以推翻
拜登的任何承諾。即使歐洲領袖簽署了協議，
他們所在國家的議會也未必會批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引述智庫大西洋理
事會地緣經濟中心主任利普斯基形容，「現時
不是正常的G7集團。」利普斯基稱，「你經常
從歐美官員處聽到這種說法：『如果我們現時
不能完成任務，不論是針對中國、還是凍結俄
羅斯資產，我們恐怕就沒機會了。我們可不知
道3個月、6個月後，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英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里基茨也稱，「這是一
種合理的感覺：G7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老集團
了。從領導人角度而言，召開峰會更多是轉移
視線、擺脫國內政治困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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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初期曾
承諾，會恢復美國與盟友關係，提振美國全
球領導地位。不過在其今屆任期最後一次七
國集團（G7）峰會上，在前總統特朗普可能
重返白宮的陰影下，再次考驗拜登的外交承
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出，部分
盟國政府正關注特朗普再度勝選的可能性，
顯然是考驗拜登的結盟策略可否獲得足夠回
報。
CNN分析，伴隨俄烏衝突愈演愈烈，拜登

極力推動對烏援助，卻在美國國內處處受
阻。愈來愈多共和黨人抵制拜登加碼對烏軍
援，共和黨席位佔優的眾議院經過數月拖
延，才勉強批准包括對烏援助的一攬子援助
計劃，證明拜登的外交政策已在國內受阻。

巴以衝突加深與盟友裂痕
分析也指出，俄烏衝突不但考驗拜登，同

樣考驗他在歐洲等多國的盟友。歐洲右翼陣
營多數持疑歐觀點、不支持加碼對俄羅斯的
制裁，如今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
朔爾茨領導的政黨，都在早前的歐洲議會選
舉中不敵當地的極右翼或右翼勢力，或會間

接影響其內政外交事務走向。
《華爾街日報》強調，在巴以衝突上，美

歐的盟友關係正產生裂痕。拜登政府堅定支
持以色列攻擊加沙，然而包括西班牙在內多
個歐洲國家，已先後承認獨立的巴勒斯坦
國，體現這些國家對以軍襲擊不斷、巴人平
民傷亡激增的不滿。
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高級研究員里

佐稱，「拜登一直試圖減輕盟友的擔憂。他
傳達的訊息都是『美國回來了』。然而眼見
美國內部政局混亂，我認為很多領導人現時
都在問自己：『美國回歸』是真的嗎？」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時事通信社6月13日
公布最新民調顯示，首相岸田文雄內閣支持
率跌至16.4%，再創自民黨2012年重新執政
以來新低紀錄。岸田內閣不支持率也上升
1.4個百分點，達57%。
時事通信社6月7日至10日訪問18歲以上

的2,000人，民調顯示，岸田內閣支持率比5
月調查下滑2.3個百分點，跌至16.4%，顯示

自民黨爆發政治獻金醜聞後，儘管岸田內閣
致力提出修訂政治資金規正法等對策，但仍
無法拉高支持率。
有關自民黨與公明黨及日本維新會達成修

法共識，日前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通過政治
資金規正法修正草案，合計有超過七成受訪
者不太給予正面評價或完全不給予正面評
價。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拜登不斷加碼對
以色列軍事援助，與多個歐洲盟國產生分
歧。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引述專家分析，
在七國集團（G7）峰會上，與會國家支持推動
加沙停火的和平協議，但在細節上的分歧料
難以短時間達成共識。
分析指出，G7 成員國支持呼籲加沙停
火、釋放人質、增加對加沙地帶人道主義援
助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各國立場並不統
一，例如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早前宣布，正
尋求針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拘捕令，
引來美國強烈反對。然而法國表示，當局支
持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性，以及在任何情況
下打擊有罪不罰問題。美國的親密盟友加拿
大也稱，加方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7研究小組主任科頓
認為，「G7 領導人不太可能在今屆峰會
上，短時間就中東局勢相關議題的細節達成
共識，幾乎所有G7領袖在國內都非常不受
歡迎，國內政局將成為他們的考量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 七國集團（G7）峰會6月13
日宣布一項協議，通過凍結俄羅斯投資的利
潤為烏克蘭提供貸款。
法國總統府表示，G7領袖已同意在今年

年底前，動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向烏克
蘭提供500億美元貸款。消息稱，談判人員

已制定協定框架，以便所有參與國共擔風
險。
G7峰會周四上午首先討論非洲、氣候變

化和發展問題，隨後討論中東問題，最後再
有兩場討論烏克蘭問題的專題會議，其中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出席第一場專題會議。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 41% （3月25日）
美國總統拜登 36% （5月23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 34% （5月31日）
德國總理朔爾茨 28% （1月12日）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26% （5月21日）
英國首相蘇納克 20% （6月4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6.4% （6月10日）

註：（）內為民調公布日期

G7國家領袖支持率

香港文匯報訊 相較其他七國集團（G7）領導
人自身難保，主持峰會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顯
得順風順水。歐洲議會選舉中，她所領導的意
大利兄弟黨在意國獲得近29%選票，遠超上屆
選舉的6%。《衛報》指出，梅洛尼正逐步塑造
對外溫和、對內強硬的「極右變色龍」形象，
利用主持峰會為自身貼金。她在俄烏衝突等核
心議題上順應歐美主流立場，但也會積極支持
歐美的部分右翼乃至極右勢力。

堅定援烏討好西方盟友
分析指出，梅洛尼在外交事務上保持態度溫
和，安撫懷疑其極右翼身份的質疑聲音，同時對
美國總統拜登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等重
要領導人施加影響力。與其他極右翼代表不同，
梅洛尼堅定支持援助烏克蘭，令西方盟友對她產
生好感。不過在推動沒收凍結俄羅斯資產並用於
援烏等議題上，她的立場會面臨更多挑戰。
在政壇上，梅洛尼並未遠離其他極右勢力。

分析認為，擔任極右黨團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
義者（ECR）主席的梅洛尼，會等待法國國民
議會選舉結果，觀察勒龐領導的極右國民聯盟
選情，再決定是否支持馮德萊恩連任。梅洛尼
多年來亦與美國共和黨政客關係密切，相信她
依然支持前總統特朗普勝出大選。

香港文匯報訊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將於
今屆七國集團（G7）峰會上，與歐洲三國領導
人會晤。《金融時報》分析，馮德萊恩想要順
利連任，需要得到親歐中間派兩大黨團的支
持，但法國總統馬克龍決定提前舉行國民議會
選舉，令整個形勢增加變數。若馮德萊恩尋求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極右黨團支持，其所
屬的親歐中間派陣營可能產生裂痕。
報道指出，馬克龍所屬自由派歐洲復興黨
團，是親歐中間派陣營一部分，不過馬克龍尚
未公開表態支持馮德萊恩連任。報道引述馮德
萊恩競選團隊消息人士稱，「我們擔心法國的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帶來很多未知因素和
不確定性。」
梅洛尼領導的極右黨團歐洲保守派和改革主義
者，在選舉中累計取得議席位居第4。報道指
出，德國總理朔爾茨領導的聯合政府明確規定，
他們所屬的社民黨團必須支持馮德萊恩連任，朔
爾茨據報已敦促馮德萊恩，不要尋求與梅洛尼達
成協議。
歐盟領導人還需就歐洲理事會主席，與歐盟

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人選達成共識，作為
推舉馮德萊恩連任的一攬子協議一部分。據報
葡萄牙前總理科斯塔有望出任歐洲理事會主
席。比利時即將卸任的首相德克羅，以及愛沙
尼亞總理卡拉斯，被認為是歐盟外交政策高級
代表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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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德萊恩
或尋求意極右支持

◆與會的岸田文雄（前排左起）與蘇納克面臨嚴
峻下台危機。 美聯社

通過凍結俄投資利潤 向烏貸款500億美元

專家：難就加沙和平協議達共識

岸田內閣支持率跌至16.4%新低

特朗普回朝陰影籠罩
拜登外交承諾受質疑

◆G7峰會料難以推動加沙停火和平協議。
美聯社

◆拜登抵達會場時看似心事重重。 美聯社

◆歐議會選舉極右崛起，掀起
西方政治動盪，法國提前舉行
國民議會選舉。圖為法國民眾
抗議極右勢力。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