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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廣島峰會在俄烏戰爭長期持續、中國霸權崛起、氣候變遷加劇等多重危機下召

開。會議結果除了重申G7成員國維護以法治為基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的決心外；也

藉由加強與「全球南方」等國際夥伴合作，擴大在全球性議題上的影響力；並在經濟韌

性與經濟安全保障的議題上，凝聚「去風險、而不脫鉤」的共識，致力引領國際社會邁

向協調、而不是分裂與對立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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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廣島峰會所凸顯的
全球對立與合作

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 21次締約

方會議（COP21）通過《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將本世紀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

不超過攝氏 2度，並訂定更具雄心的攝氏 1.5

度目標，減碳時程已迫在眉睫等等。

第 49屆全球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以下簡稱 G7）領袖會議，在此多重危

機下，於今（2023）年 5月 19日揭開序幕，

地點選在第二次大戰受到原子彈襲擊的廣島

市，凸顯當今全球正面臨俄羅斯長期入侵烏

克蘭所帶來的種種威脅（以下簡稱 G7廣島峰

會）。值此時刻，全球未來將加速走向對立？

當
今全球面臨氣候變遷、疫情、地緣政治

風險等多重考驗。包括始於去（2022）

年 2月 24日的俄烏戰爭至今尚未平息，不僅

帶來當事國無數生命財產的損失，也帶來全球

糧食和能源價格飆漲，以及民主陣營與極權國

家對峙益發強烈的結果；此外，過去新冠疫

情期間所凸顯的供應鏈中斷問題，使得各國

開始思考確保半導體等戰略性物資的重要性；

另外，中國崛起，挾其市場優勢，利用直接

投資、創投、合資、許可證審批、出口限制

等方式，遂行各種技術移轉或利益取得等「經

濟脅迫」的行為，引發各國嚴重的關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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