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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绍兴市柯桥经济技术开发
区投资建设的亚运通勤线——上方山
大道正式通车。

上方山大道作为杭州亚运会绍兴
赛事和绍兴大城市建设的城市主干道，
起于金柯桥大道茶口江桥南侧，终点与
绍齐公路交叉口相接，直达羊山攀岩
馆，总长约 2.92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建
设，设计时速达60公里/小时。

从空中俯瞰，满目翠绿间，上方山
大道宛如一条卧龙盘旋于柯桥北部大
地，这条东西向的交通快速通道把杭州
与羊山区块融为一体。沿途各色景观

节点令人眼前一亮，有玻璃幕墙与曲线
造型勾勒的羊山石境，有五彩缤纷、青
春活力的悦动园等。

上方山大道系柯桥经济技术开发
区三大亚运配套工程之一，赛事人员从
杭甬高速柯桥北互通下高速后，可全速
直通亚运会攀岩场馆，再一次“拉近”柯
桥“融杭”距离。

上方山大道不仅是迎亚运通勤线，
也是柯桥融杭发展的快通道。在柯桥
城市发展不断向北、柯北未来城建设如
火如荼的当下，上方山大道通车后将为
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的柯北区域

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为城市能级
的跃升装上强有力的新引擎。未来，
通过承接杭州溢出效应，新兴项目、高
端人才都将沿着这条大通道涌入柯
桥，全面助力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打
造“国际纺都智造中心、融杭湾区科创
新城”。

健康是永远的主题。为了更好地
营造亚运氛围，进一步推动健康柯桥发
展，在上方山大道建设的同时，柯桥经
济技术开发区全盘谋划、提前布局，围
绕“羊山公园—上方山—羊山石佛”核
心区位，以“一廊、两园、三节点”建设为

中心，打造了一条以“山水格局为表，休
闲运动为里”的现代休闲体育绿廊。该
体育公园早已全面对外开放、普惠于
民，亚运红利提前释放。

除此以外，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更
将着力确保亚运投资的连贯性，持续提
升柯北城市建设。今年，开发区接续推
动了上方山大道西延（金柯桥大道—越
州大道）等工程，真正做到“办好一个
会，提升一座城”。

这些项目的快速推进，是柯桥经济
技术开发区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杭接
沪的一处缩影。近年来，开发区坚持内

外兼修，除了提升交通硬件，着力推动
杭绍“半小时通勤圈”更顺畅，更在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上下

好功夫，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更
加宜居宜业、更加活力美好的高能级大
平台。

亚运通勤线柯桥上方山大道通车 柯北交通网络再次提能升级
马可远 王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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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上方山大道 赵炜 摄

中国虽然不是七国集团（G7）成
员，但在此次 G7 峰会中的存在感并不
弱。G7 峰会发表联合声明等文件，炒
作涉华议题。

如此处心积虑“夹带私货”地指责
中国，G7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经济协调”名不副实

七 国 集 团 的 成 立 ，要 追 溯 到
1975年。

时任法国总统的德斯坦和德国总
理施密特，邀请了美、英、意、日四个工
业大国，在巴黎近郊的朗布依埃城堡召
开会议，试图协调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
的政策，以应对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严
重的经济危机。

1976 年再次组织高级别会谈时，
加拿大正式加入其中，七国集团（G7）
也由此正式形成，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
首脑会议轮流在各参加国召开的惯
例。日本作为 2023 年七国集团的轮值
主 席 国 ，也 自 然 成 为 了 本 次 会 议 主
办国。

成立之初的 G7 并未违背其“协调
稳定国际经济环境”的初衷。从 1975
年到 1980 年，几次 G7 峰会的主议题均
围绕降低通货膨胀、提升就业率，减少
石油进口等议题展开讨论。

但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G7 便从最
初的经济协调组织，开始转向涉足敏感
政治问题的“小团伙”，比如涉足中东
和阿富汗问题，或者大肆讨论苏联对西
方的威胁问题等。

此外，像在英阿马岛战争中，G7 便
坚定地站在英国的一方。从成员国的

背景来看，G7 成员国中有六个是北约
成员，这便不难理解在国际事务的处理
上为何G7具备极强的“排他性”了。

尽管后续相继出现了 G20 等吸纳
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团体，但只
服务于少数国家的性质没有改变，以
G7 为代表的“伪多边外交”背后的真实
目的，仍是要继续为基于大国协调机制
下的全球控制力“续命”。

加速走向联盟化

中国虽然不是 G7 的正式成员，但
自从 2003 年开始，我国开始参与 G7 峰
会的非正式会谈。在历次的 G7 会议
中，都有对中国话题的讨论。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G7 对
中国的态度也从“邀请加入”到不断抹
黑。例如在去年 11 月召开的 G7 外长
峰会上，七国集团便在主权问题上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污蔑抹黑中国。

本次的 G7 广岛峰会上，七国集团
则依然延续了这一“套路”。不仅在会
议 召 开 前 大 肆 渲 染 中 国 的“ 经 济 胁
迫”，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世界贸易组织
争端解决缓慢，并发文称“七国集团成
员正在开发工具来阻止和防御中国的
经济行动影响力。”

G7此举，意欲何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此次 G7 的会议主题之一便是所
谓的“经济安全”。

李巍告诉记者，G7 中的有关国家
正在鼓动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的经济

崛起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安全的主
要威胁，把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竞争捆
绑在一起，通过夸大中国的安全威胁来
凝聚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共识。

“这也反映出 G7 正在加速走向联
盟化。现在 G7 的政治色彩越来越强，
而且突出其联合制衡中国的功能。”李
巍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马伟则指出，拜登政府延续了自
特朗普时期以来的“推动对华经济的脱
钩和打压”这一政策，并尝试通过联合
盟友的方式来共同促成。

“值得注意的是，G7 此次还提到联
合南方国家，也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这其实是美国在
联合盟友的同时，试图更多拉拢中国重
要的贸易伙伴，来共同完成对中国的经
济孤立。”马伟说。

政治外交打压中国

美国操纵下的 G7 是否会协调一
致 ，展 开 针 对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抑 制
行动？

对此，李巍告诉记者，欧洲对华态
度和立场并不完全与美国同调。尽管
美国想利用 G7 这个平台来团结西方盟
友共同打压中国，但西方国家内部并不
是铁板一块。

比如，最近几个月，德国总理朔尔
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
恩先后访问中国，特别是冯德莱恩访华
之后表示，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是不可
能的，这反映了美欧在对华经济政策上
的温差。

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确实在通过
大力展开经济外交建立西方对华统一
战线。

拜登上台之后，美欧建立了贸易与技
术委员会这一新的机制，同时在亚太地区
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这都具有很强的针
对中国的色彩，体现了拜登政府越来越
试图利用区域多边主义来制衡中国。

“未来在美国的推动下，西方可能
在技术出口管制、供应链韧性、清洁能
源政策、数字经济规则、信息技术标准
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李
巍说。

马伟认为，具体到贸易政策上，G7
国 家 间 要 想 达 成 完 全 一 致 ，并 不 太
容易。

“所谓的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是
G7 国家主动创设的一个议题，并非真
实存在，而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打
压。基于此，考虑到中国同 G7 各个国
家间经济的密切联系，未来可能会在方
向性问题之外达成一些共识。”马伟说。

面对 G7 的抹黑攻击，中国要怎样
应对？

李巍表示，当前的局势下，中国应
该保持冷静，并充分发挥我们在市场规
模、人才红利、基建设施和产业生态等
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改善国内投资环
境，扩大对外开放，发挥“磁铁效应”，将
全球商业力量吸引到中国，以中国的

“魅力攻势”对冲西方国家的脱钩企图。
马伟则认为，别人越要推动封闭，

我们越要推动开放，尤其是要推动新一
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实际行动告
诉全世界，中国愿意把发展的机会同大
家共享。

经济协调组织沦为阵营对抗工具，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炒作涉华议题

G7，意欲何为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一鹏

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七国集
团（G7）峰会19日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
伯江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日本作为G7轮值主席国在主办峰会过
程中极力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和全球战
略，拉其他国家搞阵营对抗，是为虎作伥
之举，不利于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

杨伯江指出，日本作为此次 G7 峰
会的东道主，在会议议程设置上发挥主
要作用。G7峰会原本是以讨论经济议
题为主的机制，但日本在会议议程和成
果文件草案里加入了大量涉及政治的
内容，把经济议题与安全挂钩，将主要
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这与美国将
中俄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拉盟友共同

“对抗”中俄的做法同频同步。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在峰会前与美国总统拜登
会谈时表示，要与拜登就峰会进行最后
的协调，事后公布的两人会谈内容也与
G7峰会讨论的内容高度重合。这些都
显示出日本追随、配合美国的一面。

日本主办此次峰会邀请了多达8个
国家参加扩大会议，其中7国属于所谓

“印太地区”，6国为全球南方国家且覆盖
亚非拉和大洋洲。杨伯江指出，日本在
G7峰会上做这样的安排，就是想拉地区
国家和全球发展中国家“选边站”，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致“对抗”中俄。

杨伯江表示，日本近年来不断加强
同美国及其在其他地区盟友的军事勾
连，频繁邀请其到亚太地区搞联合军
演，并计划接受北约在日开设联络处，
现在又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 G7 峰会

上将“应对中国”作为重点，就是要引狼
入室，利用外部势力插手亚太事务，谋
求“集体霸权”。这样做只会加剧本地
区紧张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杨伯江认为，日本的这一系列动
作，不是被动地追随美国，而是基于对
自身利益的精打细算主动做出的战略
选择。对外，与邻国之间普遍存在领
土争端以及围绕亚太地区秩序的深刻
矛盾，日本要竭力阻止地区局势被中
国主导。对内，日本精英层希望摆脱

“战后体制”束缚，实现军事松绑。为
此，日本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
略”和全球战略，想借美国及其盟友伙
伴的力量，增加战略筹码；另一方面通
过挑动地区紧张对抗，让美国对日本
的“抗华”意愿与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
需要，从而纵容和支持日本军事松绑。

杨伯江说，日本做出这种“倚美谋
亚”的战略选择，根源在于战后它在未对
侵略战争进行彻底反省和清算的情况
下，利用东西方冷战之机以“最低成本”
实现了与美欧的片面媾和，但始终未能
与地区邻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与融
合发展，“周边”一向是日本的战略软
肋。这种选择自私而短视，只会进一步
减少日本的国际空间与战略回旋余地，
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杨伯江指出，日本需要认清世界发
展大势，更多顾及地区和世界各国共同
利益而非只考虑眼前私利，只有这样才
能做出真正有利于本国长远利益的正
确抉择，同时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日本配合美国搞阵营对抗是为虎作伥
——访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

“反对战争！”“粉碎峰会！”⋯⋯
抗议人士 21 日在数百名全副武装的
防暴警察重重包围下在日本广岛市中
心缓慢前行，他们手持各色标语牌，
不断呼喊着口号，激昂的声音回荡在
空中。

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民众的抗
议声中，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G7）峰会
21日在广岛市闭幕。当天，日本民众和
其他一些国家民众再次在广岛市中心
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抗议七国集团峰
会的召开。

接近正午，骄阳似火。
当游行队伍行进至市中心一处商

业街附近时，抗议人士与警察发生冲
突。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名警察冲进
人群强行按住几名年轻人，现场一片混
乱，有鞋子和标语牌散落在地⋯⋯十几
分钟后，游行队伍再次出发，抗议人士
一个挨一个挽起胳膊前行，以防被警察
冲撞。

此前，参加游行的人聚集在距原
子弹爆炸遗址不远的袋町公园，人群
中有肤色不同的外国人士，有白发苍
苍的老者，有头戴安全帽斗志昂扬的
年轻人⋯⋯

两名年轻人在集会发言台附近拉
起巨型横幅，上面写着“粉碎G7广岛峰
会”。广场上还有形形色色的标语牌：

“撤销美军驻日基地”“反对日美军事同
盟”⋯⋯字字句句代表着参与民众爱好
和平、反对战争的心声。

活动组织方在声明中说：“G7 广岛
峰会是战争会议，宣称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激化和扩大俄乌冲突，这样的
峰会我们决不容忍！”

广岛 21 位核爆受害者及受害者家
属也发表联合声明说：“日本帝国主义
对亚洲国家实施殖民统治、发动侵略战
争，导致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
核爆受害者及其家属决不能容忍广岛

和长崎的惨剧重演。”
不同地区、不同组织的代表轮流

发言表示，G7 广岛峰会的本质是一
场由美国主使推行霸权主义的战争
会议，岸田政权在广岛召开这样的会
议是对核爆受害者和广岛市民的无
情践踏。

广岛市民大江厚子代读一封特别
来信，一位伊拉克医生在信中写道，

“G7 广岛峰会是在美国授意下召开的
非正义峰会，没有谁敢违背美国”。大
江说，日本民众坚决反对美国和日本想
挑起的战争，“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
民众的战争，我们决不能被霸权主义所
裹挟，必须坚决反对”。

人群中一位老者格外引人注目。
老者姓小泉，他背包上部高高竖起一个
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乌克兰战争是

美国统治者导演的剧本！”等字样。小
泉 17 日就从大阪赶来参加抗议活动。
他批评道：“美国为扶持本国军工产业
不惜牺牲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最近还想
把战火引向亚洲。”

G7 广岛峰会媒体中心墙上挂着一
长串祈盼和平的纸鹤，上面写着“愿这
个世界每个人都能面露笑颜”。

（新华社日本广岛5月21日电）

多国民众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

七国集团峰会在抗议声中闭幕

5月21日，民众在日本广岛游行抗议七国集团峰会。 新华社发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19日
至21日在日本广岛召开峰会。峰会期
间，G7在美国的主导下操弄涉华议题，
抹黑攻击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
方对此已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际社会已经看清，美方搞封闭排
他的“小圈子”，遏制打压他国，制造和
挑动阵营对抗，严重危害地区稳定和世
界和平，违逆大势，不得人心。

破坏亚太稳定

连日来，广岛的抗议活动一场接一
场。不仅有大量日本民众参加抗议，还
有许多其他国家人士来广岛表达对G7
峰会的抵制。一名菲律宾男子在集会
上发言指出，G7 峰会是为进一步巩固
在美国霸权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
阴谋，美国以回归亚太地区为借口，拉
拢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搞“小圈子”。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
“动作频频”。在所谓“印太战略”的指
导下，美国大力推进与日本和韩国的军
事联盟，欲打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
加速推进“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还通过联合军演等手段加紧与菲律宾
的军事捆绑，而本次 G7 峰会则是美国
扰乱亚太地区局势的最新动作。

约旦国际问题专家赛义卜·拉瓦什
德指出，美国企图通过此次峰会鼓动盟
友，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埃及
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说，美国
试图故技重施，照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
套路，打算像破坏欧洲地区安全形势那
样，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制造混乱。

挑动集团对抗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以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划线，挑动分裂对立，拉拢盟
友伙伴建立排他性、阵营化的伪多边体
系，炮制“家法帮规”服务其自身利益。

在拉瓦什德看来，在美国操控下，
G7 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定强加于
人，而不是通过合作、共同商讨问题，这
样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和紧张。

需要指出的是，G7内部不是“铁板
一块”，其他成员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
等问题上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英国

《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在此次峰会前提

议 G7 成员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遭
到了欧盟和日本方面的拒绝，欧日认为
此举“根本行不通”。

不论是国际社会的批评指责，还是
G7内部矛盾，都表明美国拉“小圈子”、
挑动集团对抗的做法是逆流而动，不得
人心。法国作家莱娅·贝西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希望将 G7 变为
由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G1”，这是一
个战略错误，我们必须在“包含所有国
家”的多边主义中向前发展，而不应是

“包含少数西方国家”的多边主义。

打压他国发展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
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曼纽尔·马坦博指
出，美国不愿意让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超
越自己。因此，它借助 G7 框架干预别
国事务，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打压发
展中国家。今年 G7 峰会没有邀请南
非总统拉马福萨参加，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峰会将讨论乌克兰危机，G7 担心
南非在这一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

专家指出，美国利用 G7 打压其他
国家发展，从而维护自身霸权。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说，G7最初的定位是全球经济治理，如
今在美国主导下愈加频繁插手地缘政
治事务，现在已到了需要通过改变地缘
政治来维护其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刻。

当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参加 G7
峰会时，美国国内的债务问题已处在悬
崖边上，常年寅吃卯粮、恶性党争导致
数十万亿美元债务即将“爆雷”，对全球
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
胁。美国前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担任伍
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席的简·
哈曼说:“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威胁是我
们自己。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
受到内部机能失调的侵蚀。”

赫尔米表示，G7已成为一个被美国
操纵的“政治化团体”，做出的决定完全

“政治化”，是以牺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利益为代价，为美国谋取政治和经济利
益。拥有繁荣发展的经济是所有国家的
合法权利，像G7这样阻止其他国家发展
的政治集团理应被历史淘汰，由某一国
或一小群国家决定世界未来的时代已一
去不返了。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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