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3
日在英国康沃尔郡闭幕。 与会各
方在新冠疫苗捐赠、 应对气候变
化、 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做出承
诺。 但会议的不少 “成果” 受到
多方质疑和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 发达国家在
应对疫情等最迫切的全球挑战中
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而是借峰
会之机盘算各自利益， 暴露出这
个富国 “小圈子” 的内部分歧和
矛盾。

承诺遭质疑
七国集团在公报中承诺将在

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提供10亿剂新
冠疫苗， 以推动尽快结束新冠疫
情大流行， 同时合作加强全球卫
生应急体系， 致力于把科学研发
新疫苗的周期缩短至100天。

国际政要、 慈善机构、 救援
组织等质疑这一承诺， 认为七国
集团在疫情严峻之时大费周章召
开线下峰会， 商讨几天的结果却
完全不足以解决问题。 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指出， 这虽然是值
得欢迎的正确决定， 但西方国家
在全球抗疫领域做出的努力远远
不够。 英国前首相布朗表示， 七

国集团的疫苗承诺姗姗来迟且力
度不够， 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他们没能通过 （抗疫） 第一阶
段的考验”。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七国集
团也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 包括
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
排放”、 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大量资金用于气候保护等。 但一
些环保组织指出， 西方富国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负有更多历史责
任 ， 即便七国集团做出上述承
诺， 仍远远不够。 而它们能否兑
现这些承诺更要打个大问号， 因
为这些目标意味着七国集团必须
提早淘汰煤电和燃油汽车、 停止
投资外国的化石能源开采等， 这
关乎富国的切身利益， 每前进一
步都不易。

心思各不同
本次峰会是近两年来七国集

团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
舆论指出， 各方在桌面上期望修
补裂痕、 竭力展现团结， 桌面下
却各怀心思、 各有目的。

对美国而言， 此次峰会的关
键词是 “找帮手”。 峰会前， 美
国总统拜登在 《华盛顿邮报》 撰

文称， 他此次欧洲之行重在 “团
结欧洲的民主国家”， 加强对中
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 分析人
士指出， 今年1月上台的拜登希
望利用此次峰会宣示美国作为西
方国家 “盟主” 的回归， 把七国
集团变成同中俄进行战略竞争和
对抗的帮手。

对东道主英国而言， 此次峰
会的关键词是 “秀实力”。 英国
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本月初发布
报告指出， 自陷入 “脱欧” 泥潭
以来， 英国政府几乎没有机会和
场合展示其全球领导力。 英国首
相约翰逊希望今年借主持七国集
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之机 ， 提升 “脱
欧 ” 后 “全球化英国 ” 的影响
力。

对参会的欧盟国家来说， 此
次峰会的关键词是 “对英施压”。
英国与欧盟就 “脱欧” 后是否在
北爱尔兰地区设立边境检查站的
问题一直谈不拢。 反对英国 “脱
欧” 的拜登多次对北爱尔兰的未
来表示关切 ， 曾警告如果英国
“脱欧” 危及爱尔兰岛的和平进
程， 美国将不会与英国达成贸易
协议。 因此， 欧盟官员希望游说

拜登在出席峰会时向约翰逊施
压， 推动解决北爱尔兰问题。

“团结” 是表象
今年以来， 七国集团不断释

放针对中俄的信息， 与会各方花
费大量时间讨论涉中俄的问题，
但分析人士指出， 欧洲国家对美
国的担心依然存在， 一些国家不
愿追随美国搞大国竞争。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地缘经
济和战略高级顾问戴维·戈登指
出， 一些欧洲国家担心拜登上台
对它们来说只是 “暂时的喘息”，
前总统特朗普或共和党内其他
“特朗普主义者 ” 仍有机会在
2024年卷土重来。 它们还担心拜
登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性或
许超出了它们原先的预期， 认为
拜登政府提出的 “中产阶级外
交” 其实就是特朗普政府 “美国
优先” 的翻版。

英国 《金融时报》 近日的报
道说， 拜登上台后推行的外交政
策企图明显， 但欧洲听不听他指
挥还是个问题。 “拜登将不得不
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 欧盟的经
济和战略重点与美国不同， 而且
这些分歧一直存在公开化的风

险。”
英国知名学者、 剑桥大学高

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日前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出， 美国
企图与西方盟友 “抱团” 遏制中
国崛起， 但实际上， 对中国态度
不同正是七国集团内部最典型的
分歧之一。 部分欧洲国家不愿追
随美国把问题都归咎于中国 ，
“它们对遏制中国没兴趣”。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就
表示， 七国集团不是与中国敌对
的 “俱乐部”， 西方国家在全球
性问题上应与中国合作。

此外， 在防务安全、 阿富汗
问题、 天然气管道、 气候变化、
科技巨头企业的监管等诸多领
域， 欧洲与美国都有不同见解。
“如果你厘清这些问题， 就很容
易看穿， 七国集团内部分歧非常
尖锐，” 雅克说， “团结只是表
象。”

多国专家已指出， 作为旧时
代的产物 ， 七国集团的 “小圈
子” 已不合时宜。 只有摒弃冷战
思维， 寻求更广泛的全球合作，
才能解决诸如结束新冠疫情、 应
对气候变化、 推进经济复苏等全
球性重大问题。 据新华社

新闻【国际】08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6月 15日·星期二

“团结”表象下 七国集团“面和心不齐”

位于北美地区的五大湖水系
紧密相连， 生态保护息息相关。
美国密歇根湖的生态环境保护有
美国联邦政府政策支持， 更得益
于州与州、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美国1972年通过的 《清洁水
法案》 为地表水质保护奠定了基
础。 法案实施后， 美国严重的水
污染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对内， 美国交通部、 内政部
和环境保护局负责大湖生态系统
的整体保护。 10家相关政府机构
经营管理着约140个项目， 涉及
大湖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的
融资和管理。

对外， 美国和加拿大于1972
年签署了 《大湖水质协议》。 经
几次修订后 ， 协议制定的目标
是： 应对包括亚洲鲤鱼在内的外
侵物种； 控制可能导致水藻泛滥
的磷化物泄入大湖； 减少来自工
业和船舶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
为达到这些目标， 两国各自制定
了相关政策。

许多民间组织也自发加入密
歇根湖的生态保护和监测工作：
或监测水质、 或民间筹资、 或游

说国会， 目标只有一个， 保护密
歇根湖的生态环境。

位于密歇根湖南岸的印第安
纳州湖岸线不长， 在1966年沿湖
建立了 “印第安纳沙丘国家湖
岸”。 2019年2月15日， 湖岸改名
为 “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 ”，
成为美国第61个国家公园。

2010年， 伊利诺伊州环境保
护局启动了密歇根湖监测项目，
内容包括近岸监测、 港口监测和
公共供水监测。

作为密歇根湖畔最大都市
圈， 芝加哥城市污水排放是对密
歇根湖生态保护构成威胁的一个
长期性问题。 芝加哥对密歇根湖
的生态环境和水质监测始于20世
纪20至30年代。

针对污水排放问题， 芝加哥
市政府设计、 开发了一套系统。
系统将城市排出的生活污水和雨
水引入一个由许多条隧道组成的
地下蓄水池， 经过处理再排放。
该系统对夏季防止雨水泛滥淹没
街道、 保护密歇根湖生态环境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新华社

多方协力共保密歇根湖生态环境

新政府就职
以色列“告别”内塔尼亚胡时代

以色列议会13日通过由 “拥
有未来” 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
德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组建方案，
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
贝内特随后出任总理。 新政府的
建立结束了以色列 “政坛常青
树”、 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
人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

当地舆论认为， 失去总理职
位后， 面临涉嫌贪腐诉讼的内塔
尼亚胡为避免牢狱之灾或展开政
治反击， 加上执政联盟各党派意
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
大， 新政府能否稳定运行尚需观
察。

“变革的政府”
当地时间13日晚， 以色列新

政府组建方案以60票赞成、 59票
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议会通过。
由此， 以色列在经历3月23日该
国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和此
后的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后， 得
以避免议会再度解散并举行第五
次大选的政治危机。

新一届政府包括 “拥有未
来 ” 党 、 统一右翼联盟 、 蓝白
党 、 联合阿拉伯党等8个政党 。
根据新政府组建方案， 总理一职
贝内特担任， 拉皮德任候补总理
兼外交部长， 两人将在约两年后
轮换总理职位。

贝内特当晚在新政府首次内
阁会议上表示，新政府将努力“弥
合民众之间的裂痕”“使国家恢复
运转”。他还表示，为确保“意识形
态多元化的政府”取得成功，新政
府各党派间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
“保持克制和温和”。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奥代德·埃兰表示， 新政
府是 “变革的政府”。 首先， 它
打破了多年来由利库德集团主导
政府的局面； 其次， 这是以色列
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党参加的

政府； 第三， 新政府中不包括宗
教政党， 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
第一次。

内塔尼亚胡的命运扑朔迷离
舆论认为， 此次8个政党联

合组成新政府的主要目的， 是阻
止因涉嫌贪腐而受到审判的内塔
尼亚胡继续执政。 最近几年， 涉
贪腐案一直是笼罩在内塔尼亚胡
头顶的 “乌云”， 案件目前已进
入集中审理的关键阶段。 失去总
理职位的内塔尼亚胡将无法推动
议会修改法律使其在审判中获得
豁免权等特殊保护， 他一旦被定
罪将面临牢狱之灾。

不过， 支持新政府的党派在
议会仅占微弱优势， 内塔尼亚胡
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是议会第一
大党。 分析人士认为， 内塔尼亚
胡可能针对新政府进行强力反
击， 阻止权力交接， 或者作为反
对党领导人， 利用新政府各党派
间的分歧对其分化瓦解。

内塔尼亚胡 13日在议会表
示， 他将挺身而出， 推翻 “危险
的左翼政府 ”， 重新领导国家 ，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拉维·海
赫特认为， 只要内塔尼亚胡的审
判还在继续， 他就不会放弃夺回
总理职位的努力。 考虑到他拥有
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 不排除类
似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在以色列发
生的可能。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新政府各方已就一项阻止内塔尼
亚胡再次担任总理的法案进行讨
论。 不过， 该法案能否通过以及
是否会被最高法院推翻仍不得而
知， 这使得内塔尼亚胡未来的命
运更加扑朔迷离。

稳定性和执政效率有待观察
当地舆论认为， 短期来看，

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并不会因内塔

尼亚胡的下台及政府轮换而受到
影响。

《国土报 》 《耶路撒冷邮
报》 等多家以色列媒体认为， 尽
管新政府囊括了中左翼政党特别
是阿拉伯政党， 但这并不能推动
巴以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
究中心政府外交与战略学院研究
员哈伊姆·魏茨曼说， 新政府在
很多方面都非常多样化， 内部存
在争议。 对于巴以问题， 新政府
或将保持现状， 不做改变。

以色列媒体还指出， 即便是
联合阿拉伯党， 其优先议程也是
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公民的福利和
社区建设等， 而非推动巴以问题
解决。

关于伊朗核问题 ， 舆论认
为， 这一问题事关以色列的安全
和既得利益， 以色列过去几届政
府的政策将得到继承。 贝内特13
日也在议会表示 ， 在伊核问题
上， 以色列将 “保持充分的行动
自由”。

分析人士指出， 新政府因各
党派间意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
向差异较大 ， 相比外部事务或
将更关注国内问题 。 魏茨曼认
为， 新政府会将其精力放在 “各
方可以达成一致且可以促进以色
列社会发展的事务上”， 使当下
纷争不断 、 严重撕裂的以色列
“得到愈合”。 埃兰认为， 新政府
或将把工作重心放在抗击新冠疫
情、 促进经济恢复等领域， 使以
色列走出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危
机。

舆论还认为， 拉皮德建立起
来的政治联盟是基于推动内塔尼
亚胡下台的共同诉求， 包含了右
翼、 左翼和中间派别， 这一 “脆
弱联盟” 的稳定性和执政效率有
待进一步观察。

据新华社

6月13日， 一名男子在乌干达坎帕拉运输氧气罐。 乌干达总统穆
塞韦尼近日就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及下一步防控举措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时表示， 该国医院的床位和氧气供应都出现严重短缺， 医疗资源面临
极大压力。 新华社发

乌乌干干达达氧氧气气供供应应短短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