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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峰会 17 日在加拿大艾伯塔省

卡纳纳斯基斯村落幕。峰会没有发布联合公

报，也未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提前“离场”。加拿大

总理卡尼在会后承认，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许

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峰会显示，在关税、

乌克兰问题、以伊冲突等重大问题上，七国集

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立场明

显不同，早已“心不和”的七国领导人甚至不

愿意维持“面和”。随着美国继续强化“美国

优先”政策，七国集团内部嫌隙加剧，影响力

持续走低。

分歧明显

本届峰会为期两天。据加拿大媒体报

道，峰会发表了若干声明，涉及中东局势、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森林火灾等方面。

各方披露的信息显示，峰会期间，美国与

其他国家在多个重要议题上立场不一致。在

关税方面，卡尼和日本首相石破茂 16日分别

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但均未能就关税问题达

成共识。特朗普在与卡尼会晤后说，美加双

方“理念不同”。美国和英国 16 日敲定了贸

易协议，但美国凯托学会撰文指出，这份协议

只明确调整了个别商品类别的关税且只是部

分豁免，其他商品如何处理仍“有待商议”。

在应对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方面，美法领

导人的表态存在明显“温差”。特朗普对伊朗

立场强硬，也因为以伊冲突而提前离开峰会；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反对采取可能导致伊

朗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法国《世界报》认

为，特朗普的仓促离开再一次体现美国的单

边主义做法，面对重大问题，美国不认为有需

要与盟友磋商。

围绕乌克兰问题，由于美国持不同意

见，峰会未能就这一议题发表联合声明。与

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没能与特朗普

会谈。法国《观点》杂志指出，在乌克兰问题

上，欧洲希望推进制裁俄罗斯，但美国有不

同立场，欧洲希望说服美国继续对俄施压的

希望正在破灭。

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离开峰

会时再次表示，加入美国“对加拿大有好

处”。这引发加拿大民众强烈不满，数百人在

峰会期间走上街头抗议。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文章指出，七国

集团峰会未能达成联合公报、特朗普未与泽

连斯基会面……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七国集团

领导人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

加拿大前外交官彼得·伯姆说，在当前

情况下，“能维持这个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作

为一个整体继续存在下去，或许已经可以算

是成功”。

“摇摇欲坠”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七国集团的影响

力持续走低，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发展减

贫等重大全球议题上建树寥寥，成员国间“离

心”之势却日益明显。随着特朗普政府持续

强化“美国优先”立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日本时事社网站的报

道认为，七国集团已经“摇摇欲坠”。

欧洲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利

益至上，在经贸、安全等多领域对盟友频下狠

手，这让欧洲对美国的“幻想”破灭，不再将其

视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并纷纷着手“去美国

风险”。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自特朗普政

府执政后，跨大西洋关系再次经历挫折，“欧

洲已经无法再信任美国”。

法国《观点》杂志刊文称，从美国视角看，

特朗普政府会认为七国集团“过于欧洲化”，

并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试图团结一致对美施

加影响力。美联社撰文指出，在特朗普政府

眼中，美国“单干”要比与其他六个国家达成

共识更符合自身利益。

欧美媒体分析称，近年来，英国脱欧、成

员国经济增长乏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

美国利益优先等因素，严重冲击七国集团，加

速削弱其影响力。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七

国集团已毫无实质影响力可言。

分析人士认为，七国集团影响力日益衰

落，不仅是因为内部分歧难以弥合，更因为其

从西方利益出发的所作所为无法得到国际社

会认同。《日本经济新闻》说，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满七国集团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已

经开始推进建设多边新平台，七国集团“正在

走向终结”。

（参与记者：唐霁 郑博非）

（新华社加拿大卡尔加里 6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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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个国际金融机构发布报告，纷纷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各报告

也不约而同地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原

因指向美国滥施关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将在这场全球经济动

荡中遭受更为严厉的反噬。

全球经济再陷动荡

世界银行 6 月 10 日发布了最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受关税措施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影响，

近 70%经济体的增速被下调。

世 界 银 行 预 计 2025 年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2.3%，比今年 1 月的预测下降 0.4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除 2009 年、2020 年等全球出现经

济萎缩的年份外，2025年预计将成为 2008年

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更令人

担忧的是，到 2027 年，全球 GDP 年均增长率

预计仅为 2.5%，创下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最

慢增速的纪录。

报告同时预计，2025年和 2026年全球贸

易量增速分别为 1.8%和 2.4%，比 1 月预测分

别低 1.3和 0.8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的这一预测，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经合组织）6月初发布的经济展望报

告判断相类似。后者预计 2025 年和 2026 年

全球经济增速均为 2.9%，较今年 3 月预测值

分别下调 0.2和 0.1个百分点，比 2024年 12月

的预测值更是双双下调了 0.4个百分点。

在更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

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将

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的 3.3%下

调至 2.8%，2026年预计为 3%。

除了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通胀压力也在

加剧。世界银行预计，2025 年全球通胀率将

达到 2.9%，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也预计全球通胀回落速度将略低于此

前预期，全球整体通胀率预计在 2025年降至

4.3%，2026年降至 3.6%。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表示，与 6 个月前看

起来会实现“软着陆”的全球经济状况相比，

目前全球经济正再次陷入动荡。

关税大战难辞其咎

无论是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还是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都在报告中将造成全球经济低

迷前景的原因，明确指向不断上升的贸易壁

垒 和 不 负 责 任 的 关 税 政 策 所 引 发 的 不 确

定性。

世界银行的报告明确表示，关税大幅上

升以及不确定性持续对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

长前景构成重大阻力。在不采取政策行动解

决贸易限制增多、地缘政治紧张、不确定性加

剧、财政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情

况难以有实质性改善。

经合组织报告称，过去几个月，贸易壁垒

以及经济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贸

易和投资。

据该组织测算，今年 5 月中旬美国对进

口商品的实际关税税率从 2024 年的略高于

2%上调至 15.4%。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阿

尔瓦罗·佩雷拉表示，这对美国来说已达到

“1938 年以来最高水平，而如果以 4 月 9 日宣

布的关税水平来看将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最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同样指出，全球

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关税政策的急剧

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高度政策不确定性。自

2025 年年初以来，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和关

键行业宣布了多轮关税措施，这些措施与反

制措施叠加，使美国及全球的关税水平升至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这一轮关税措

施不仅直接推高了商品成本、降低了整体生

产率，还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企业投资意

愿下降。贸易紧张局势的迅速升级，以及极

高水平的政策不确定性，预计将对全球经济

活动造成重大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在财政赤字

高企、债务水平上升和利率走高的背景下，全

球经济体的政策缓冲空间已显著收缩，使各

国在未来冲击面前更为脆弱。若贸易紧张局

势进一步升级，全球增长可能面临更深层次

的放缓，并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美国自身饱受其害

给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投下阴影的美国，

自身也饱受其关税政策之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5 年美国经济

预计增速从此前的 2.3%大幅下调至 1.4%，

比 1 月预测大幅下降 0.9 个百分点，降幅近

40%；美国 2026 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也被下调

了 0.4 个百分点至 1.6%。

经合组织预计，美国本身将是受冲击最

严重的经济体之一。在经贸政策不确定性等

因素影响下，2025 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1.6%，

较 3月预测值下调 0.6个百分点，与 2024年的

3.3%相比更是大幅减速。同时，与二十国集

团国家通胀预期放缓趋势不同，美国今年总

体通胀预期较 3月预测值上调 0.4个百分点，

至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也大幅下调了美

国经济增长预期。该机构表示，美国将面临

发达经济体中最显著的经济放缓，且出现衰

退的可能性达 40%，去年 10月预计为 27%。

各大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

预测，与其目前的经济表现相符合。就在 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百日后的一组经济

数据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环比按年率计算萎缩 0.2%。这是

美国经济 3年来首次出现收缩。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的营收状况也在恶

化。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经库存价值评估和资本消耗调整

后，一季度的企业生产利润减少了 1181 亿

美元。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却依然我行我素。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称，近期提高的钢

铝关税也将适用于含有钢铁的消费电器。从

6 月 23 日开始，冰箱、烘干机、洗衣机、洗碗

机、冰柜、烤箱、垃圾处理器等“钢铁衍生产

品”也将被额外征收 50%的关税。

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新的关税措施将进

一步为全球经济带来不可预测性，同时将使

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面临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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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经济遭遇美国关税“暗礁”
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纷纷发布报告，调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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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理菲永：“空饷”案困扰晚年
毕振山

71岁的法国前总理菲永，近日再因“空饷”案获刑。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 6 月 17 日就“空饷”案作出裁决，判处

菲永 4年监禁，缓期执行，并处罚金 37.5万欧元，且 5年内不得

参选公职。菲永的代理律师表示要先研究判决，然后决定是

否再次向法国最高司法法院提出申诉。

实际上，这不是菲永第一次因“空饷”案被判刑，也不是巴

黎上诉法院第一次判决。

在“空饷”案曝光之前，菲永的政治履历可谓光鲜。他

27 岁首次当选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

员。此后他在法国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部门的部长。2007年，

来自共和党的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菲永为萨科齐当选出

力不少，因此被萨科齐任命为法国总理，且一直干到萨科齐

任期结束。而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其他总统都曾在任

期内更换过总理。

2013年，菲永决定参加 2017年总统大选。他支持新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宣称要做“法国的撒切尔”。2016 年 11 月，菲

永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击败萨科齐和阿兰·朱佩，成为该党总

统候选人。彼时的菲永势头强劲，民调显示他有很大可能进

入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并在投票中战胜极右翼候选人玛丽

娜·勒庞。

但在 2017年 1月，菲永的竞选之路突遭变故。法国《鸭鸣

报》披露，菲永曾聘请妻子佩妮洛普为自己的议员助理，后者

并没有实际工作却领取了高额薪水，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空

饷”案。菲永承认妻子曾担任议员助理并领取工资，同时认为

妻子的工资“合情合理”。他拒绝退出总统选举，但支持率却

因此大减。

在 2017 年 4 月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法国前进

运动党候选人马克龙和勒庞获得前两名，原本被外界看好的

菲永排名第三，遗憾出局。此后，菲永宣布退出政坛。不过，

“空饷”案却继续发酵。

从 2017 年 3 月起，法国司法机关正式立案调查“空饷”

案。2020 年 6 月，巴黎轻罪法院宣布，菲永夫妇以安排虚假

工作职务等方式，先后挪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公款超过

115 万欧元。法院判决菲永挪用公款罪和隐瞒滥用社会资

产罪成立，判处其 5 年刑期，其中 2 年入狱服刑，罚款 37.5 万

欧元，剥夺被选举权 10 年；菲永妻子佩妮洛普因隐瞒挪用公

款罪获刑 3 年，缓期执行，罚款 37.5 万欧元，剥夺被选举权

2 年。

菲永夫妇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 5月，巴黎上诉

法院裁定菲永挪用公款等罪名成立，判处其4年监禁，其中1年

实刑、3 年缓刑，菲永的妻子佩妮洛普被判处 2 年缓刑。法院

还禁止菲永在 10年内担任公职，且维持对菲永夫妇分别处以

37.5万欧元罚款的处罚。

菲永方面就此次判决继续向法国最高司法法院提出申

诉。2024 年，最高司法法院认可巴黎上诉法院对菲永的定

罪，但认为量刑不当，要求重新量刑。从 6月 17日巴黎上诉法

院的最新裁决来看，菲永避免了入狱服刑。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与菲永共事5年的萨科齐2024年12月

已经因为腐败等案件被判刑，其中包括 1 年实刑。萨科齐对

判决不服，并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此外，萨科齐还被指

控收受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提供的非法资金，此案预计今

年 9月底宣判。

在 2017年总统大选竞选过程中，菲永与萨科齐因为争夺

总统候选人资格而产生不少矛盾。如今两人都被判刑，共和

党在法国政坛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2022 年法国总统大选

中，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得票率仅为个位数。面对急剧变化

的法国政治生态，共和党要想恢复往日的影响力，恐怕并不

容易。

第四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 6月 18日

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4.25%至 4.50%之

间不变。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连续第四

次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同时，美联储发布的

经济预测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今明两年

的经济增长预期均作出下调。其中，今年经

济增速预测中值从此前的 1.7%降至 1.4%。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终端

消费者的影响已开始显现，预计今后数月将

更为明显。

3500个
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宣布，该机构已完成

对活动、支出、人员配备和结构的审查，并“不

得不”关闭或缩减全球各地的办事处，将总部

和区域办事处的高级职位裁减近一半。总计

约有 3500 个职位将被裁减。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表示：“我们将在

精简的总部和区域办事处架构支持下，集中

精力开展对难民有最大影响的行动。”格兰迪

今年 3 月曾发表声明说，削减全球援助将使

数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36%
据尼泊尔工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25

财年前 11个月，尼泊尔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同比增长36%。截至6月14日，外国承诺

投资金额达606亿尼泊尔卢比（约合4.41亿美

元），而 2023/24财年同期为 444亿卢比（约合

3.23亿美元）。数据显示，相关投资涉及717个

项目，预计可创造逾1.7万个就业岗位。其中，

通信信息技术和旅游业为外资首选领域，其次

为服务业和制造业。 （莫荞菲 辑）

为期一周的中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旅游论坛近日在科伦坡开幕，来自三国政府、旅
游和航空业等从业者以及特邀专家学者等百余人出席。图为近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演员
在中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旅游论坛开幕式上表演斯里兰卡传统舞蹈。

新华社记者 陈冬书 摄

““红厅论坛红厅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研讨会研讨会””在华沙举行在华沙举行

“红厅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近
日在位于波兰华沙的卢卡谢夫斯基大学举行。来自中波政商
学界和媒体的 20多位嘉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图为
波兰媒体协会主席马雷克·特拉奇克在“红厅论坛：中国式现代
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上致辞。

新华社发（亚普·阿林 摄）

日本东京遭遇高温天气日本东京遭遇高温天气
近日，日本东京等地遭遇高温天气。日本环境省发布中

暑警报，呼吁民众防暑降温、减少外出。图为近日在日本东
京，行人撑伞在街头行走。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