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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在前日會議上發言，聲稱東
海及南海緊張局勢升級，對

「單方面改變現狀」不能置之不
理，各國首腦也稱反對中國在南海擴建島
礁，必須保證航行自由。安倍同日與法國總
統奧朗德會談時亦提及上述議題，雙方對此
表示共同關切。關於烏克蘭危機，安倍強調
俄羅斯應遵守2月達成的停火協議，並敦促
G7聯合支援烏克蘭。在朝鮮問題上，安倍稱
「核能及導彈開發是重大威脅，解決綁架問
題是日本最優先事項」。

與美「原則論」令歐噤聲
昨日峰會結束後的宣言表示，G7重視「領

土完整」及「對國際法和人權的尊重」。關
於海洋秩序，宣言「對東海及南海緊張局勢
表示關切」，並強烈反對使用威脅、強制及
武力，及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例如
「大規模填海活動」。共同社指，宣言雖然
沒點名提及中國，但措辭較以往更強硬。關
於烏克蘭危機，宣言稱若烏克蘭和分離武裝
的停火協議未有徹底執行，將繼續制裁俄
國。
日經中文網分析指出，美日兩國在G7峰會

上，以「原則論」牽制中俄。在對華方面，
歐洲主要國家均將參加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考慮到相關經濟
利益，歐洲與中國發生爭端不是上策。對俄
方面，若美國在制裁上採取單方面行動，會
令美歐步調出現混亂。因此，美日在峰會打
着「法治」、「保護領土完整」、「尊重主
權」等原則的旗號，使歐洲國家難以反對。

美軍傳俄邊境訓練烏軍
這是俄總統普京因被西方國家孤立後，第

三次沒參加峰會，使原本的八國集團(G8)峰會
變成G7。另有報道指，300名美軍正在烏克
蘭接壤俄邊境，訓練烏軍士兵，以對抗烏東
親俄武裝分子，被視為挑釁俄國。
各國領袖亦討論希債和全球暖化問題，歐

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會上敦促希臘盡快提交
後備改革方案。奧巴馬對希臘可能退出歐元
區表示擔憂，據報他向歐洲施壓，要求在未
來數周內與希臘達成協議。默克爾則呼籲G7
承諾達成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嚴苛目標，為
年底巴黎聯合國氣候會議鋪路。

■■共同社/日經中文網/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一連兩日的七國集團一連兩日的七國集團(G(G77))峰會昨日結束峰會昨日結束，，會議聚焦希臘債務和烏克蘭會議聚焦希臘債務和烏克蘭

危機等一系列議題危機等一系列議題，，與會者之一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趁機拉攏他國與會者之一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趁機拉攏他國，，就就

南海問題向中國施壓南海問題向中國施壓。。峰會後的首腦宣言以不點名方式批峰會後的首腦宣言以不點名方式批

評中國評中國，，又譴責俄羅斯又譴責俄羅斯「「吞併吞併」」克里米亞克里米亞，，及朝鮮及朝鮮

發展核計劃發展核計劃。。然而分析指然而分析指，，GG77此舉可能使中俄進一此舉可能使中俄進一

步走近步走近，，並使烏克蘭和南海局勢更緊張並使烏克蘭和南海局勢更緊張。。

英國首相卡梅倫早前拒絕承諾按北約要求，
於明年把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撥作軍
費開支，引起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北約盟友憂
慮。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在G7峰會期間，與
卡梅倫舉行雙邊會談，明確要求卡梅倫「找辦
法達標」，否則英國可能失去與美國的「特殊
關係」。
英國今年雖然達到北約軍費要求，但財相

歐思邦上周公布削減財政預算，意味現有5
億英鎊（約59億港元）軍費或需於未來5年
內減少。卡梅倫在會上向奧巴馬強調，英國
過去一直遵守2%目標，是少數這樣做的北
約成員國，但他拒絕就明年的軍費開支作出
承諾，僅稱英國政府將於秋季重新評估預
算，屆時會再作公布。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奧巴馬在會上強調英

美為北約的兩大支柱，故他雖然明白英國面
臨的財政挑戰，但仍希望英國能設法達標。
華府過去一周對英國可能削減軍費的態度

愈趨強硬，防長卡特月初便警告，如果英國
減少國防支出，將造成「重大損失」，坦言
「倘英國與世界脫鈎，將是冒險之舉，且會
因為達不到2%目標，失去目前地位」。

■■《每日電訊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卡梅倫拒承諾2%軍費 奧巴馬威脅「分手」

G7峰會聯合聲明提及南海問
題、烏克蘭危機和對俄制裁，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指出，
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
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在部分
南沙島礁進行建設是中國主權範
圍內的事情，別國無權干涉。

洪磊又表示，中方已多次闡述
反對動輒威脅和實施制裁的一貫
立場，認為對話和談判是解決烏
克蘭危機的唯一途徑，希望有關
各方切實履行明斯克協議，繼續
推動政治解決烏危機。

■■綜合報道

七國集團(G7)集合全球最富裕的大國，過往手執世界牛耳，每
年峰會更是各國領袖聚首一堂，商討全球發展路向之時。不過時
移世易，如今世界格局趨向多極化，G7影響力下滑已是不爭事
實，G7不包括中國，去年又「踢走」俄羅斯，在東方實際只剩日
本一個代表，已教人質疑它如何代表全球，加上成員國之間分歧
不斷，盡顯G7老態龍鍾、不合時宜的一面。

金融海嘯過後，各國放寬銀根提振經濟，但及後歐債危機爆
發，促使美國和德國矛盾浮面。美國認為財赤並非最重要，大印
銀紙刺激經濟，相反德國力主嚴守財政紀律，要求歐洲各國跟隨
緊縮。如今美國聯儲局結束買債醞釀加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卻大開水喉，各國金融政策欠缺協調，受災的卻是熱錢湧入導致
股市大幅波動的新興經濟體。

近來希臘債務危機重燃，問題在於希臘覺得國際債權人開出的
改革條件太嚴苛，債權人則質疑希臘沒誠意改革，拒絕借錢續命，
令談判陷入僵局。希債危機牽連極廣，白宮多番呼籲各方以大局為
重作出妥協，但卻抗拒進一步介入，英法又各有隱憂，未能聯合向
德國施壓，造就希債危機一拖再拖，投資者則驚完再驚。

傳統上G7關注財政、金融和經濟等方面，但近年新興經濟體陸
續抬頭，G7不再「壟斷」世界經濟，影響力自然大減。另邊廂，
G7近年不斷有涉足地緣政治的舉動，例如今年談到烏克蘭危機和
南海爭議，但前者牽涉美俄歐錯綜複雜的博弈，南海事務也不輪到
在亞洲影響力式微的G7指指點點，只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G7一直被批評是小圈子，更被謔稱為「西方富國俱樂部」，去
年踢走俄羅斯進一步加強了這形象。G7代表性持
續下降，內部分歧又遲遲未解，各國領袖與其花精
神在豪華酒店外擺姿態拍照，任由峰會年復一年變
成例行公事，不如認真思考組織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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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極化 G7老矣
黎耀康

中國中國：：南沙島礁建設南沙島礁建設
別國無權干涉別國無權干涉

土耳其大選結果昨日出爐，總統埃爾多安所屬正義與
發展黨(AKP)取得41%選票，保持國會第一大黨地位，
然而得票未過半，意味該黨失去長達13年的單獨執政
地位，需尋求與其他政黨籌組聯合政府，同時使埃爾多
安修憲擴大總統權力的計劃落空。分析形容選舉表面依
然是AKP獲勝，但真正輸家是埃爾多安。
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以25%得票率排第二；民族行

動黨和親庫爾德族的人民民主黨分別為16.5%和13%，
超過10%門檻躋身國會。按照比例代表制，在國會550
席內，AKP取得未過一半的258席，更遠低於推動修
憲所需的330席。

里拉新低 外交政策或大變
埃爾多安選前積極推動修憲，希望將土

耳其政制改為美式總統制共
和國，提升總統職權。
然而他近年被批評愈趨專
制，加上土耳其經濟持續
低迷，反對聲音漸起。
選舉結果重創土耳其金
融市場，里拉昨日兌美元匯

價急跌5%至新低。土耳其股市昨一度大跌超過8%。
土耳其南部邊境接壤伊朗、伊拉克及敘利亞，在中東

地緣政治別具戰略地位，AKP和埃爾多安一直試圖將土
耳其打造成區內領袖，不過經選舉後，其外交政策勢必
出現重大轉變，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政策將首當其
衝。
■■法新社/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土大選執政黨慘勝土大選執政黨慘勝 總統修憲集權夢碎總統修憲集權夢碎
日本昨日公布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修正值，按季增長從此

前0.6%上調至1%，按年則增長3.9%，遠高於最初的2.4%。期內
企業投資增長從此前0.4%大幅上調至2.7%，是帶動整體增長上調
的主因，但佔GDP達60%的個人消費按季增長維持0.4%不變，反
映日本民間消費情緒仍然疲弱，至今仍未能擺脫去年加稅後的衝
擊，亦為未來經濟發展蒙上陰影。
外界此前普遍預期首季經濟增長會上調，但仍對上調幅度之大

感到驚訝，政府認為這反映經濟復甦力度正逐漸加大。分析認
為，經調整後的首季經濟表現符合央行評估，或促使央行延遲推
出新一輪貨幣寬鬆政策。

智庫料第二季大減速
不過有評論指出，首季經濟增長獲得上調，部分是因為企業庫

存增加帶挈，這除了可解讀為看好銷售前景而增加庫存，同樣也
可解讀成消費氣氛低迷導致供過於求。日本多個民間智庫預測，
第二季庫存動向將成為把GDP向下拉的因素，預期第二季經濟增
長將大幅減速，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師新家義貴甚至表
示：「不能排除陷入負增長的可能性」。■■美聯社/法新社/共同社

日大幅上調經濟增長
美元近期持續強勢，

有報道指過去甚少評論
美元的美國總統奧巴
馬，前日出席G7峰會期
間，向助手表示強美元
「是個問題」，導致美
元應聲下挫。美匯指數
昨 日 低 見 95.65， 跌
0.78%，其中歐元兌美元
昨晚升至 1.1226，美元
兌日圓則險守125水平。
奧巴馬「失言」引起

外匯市場波動，但有在
場美國官員澄清，奧巴
馬當時只表示環球需求
疲弱，G7各國需利用貨
幣及財政政策刺激經
濟，否認他說過強美元
有問題。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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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民間團體「「ONEONE」」趁趁
峰會期間峰會期間，，把把「「GG77領領
袖袖」」放上天空放上天空。。路透社路透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趁趁GG77峰會拉攏其他峰會拉攏其他66
國國，，就南海問題向中就南海問題向中
國施壓國施壓。。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G■G77及歐盟領袖開會前合照及歐盟領袖開會前合照。。 路透社路透社

■■洪磊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洪磊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
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土耳其報章用土耳其報章用「「垮台垮台」」來來
揶揄埃爾多安揶揄埃爾多安。。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