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G7 峰會看國際趨勢 

    歷經 2017 和 2018 年川普參加 G7 會議的不歡而散，甚至拒簽會後聯合公

報1，逼得 2019 年擔任東道主的法國放棄從 1975 年開始的 44 年傳統2，決定當

年不發表聯合公報。2020 年，由於川普的一意孤行、考量落選的可能3和疫情的

影響，加上強硬作風導致與盟友關係緊張，曾使得德國婉拒參加美國擔任主席的

G7 峰會，一年一度、為期兩天的 G7 峰會一拖再延。終於在急於找回盟友的拜

登力挺之下，於 2021 年 6 月在英格蘭順利進行 G7 峰會，並出版已經停刊兩年、

受到萬眾矚目的公報。 

 

    脫離言行引發濃濃火藥味、曾在 G7 峰會上演一打六的火爆場面4的川普，

進入收拾亂局的拜登時代，今年 G7 峰會首要重點是「重返多邊主義」，修復川

普加深的 G7 裂痕，拜登積極在 G7 穩固盟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加拿

大和德國 )；接著，無論是抨擊中國侵犯少數族群人權，或是美國提出的

B3W(Build Back Better World)，甚或是呼籲世衛組織進行第二階段疫源調查，

加上踩紅線的強調維持「台海局勢」穩定的重要性，都有著「抗衡中國」的影子

5；此外，其他重點是 G7 承諾供應 10 億劑新冠疫苗「防止新冠疫情重演」以及

                                                      
1 風傳媒，史上最難堪峰會！川普變臉拒簽 G7 聯合公報、痛罵盟邦領導人「不誠實又軟弱」、威脅貿易戰升級

https://www.storm.mg/article/447567?page=1 
2 聯合報，G7成員 為何沒大陸又趕走俄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4031499 
3 工商時報，國際舞台快沒了 川普連 G7 峰會也不想辦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373019.html 
4 天下，G7 前川普找架吵 法國揚言孤立美國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0383 
5 中央社，台海、疫苗、氣候變遷…G7 峰會公報重點一次看 https://reurl.cc/2oDd3E 



                                                                            

實現每年 1000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6幫助窮困國家減少碳排放量和適應全球

暖化。今年特別的是，除了 G7 會員之外，針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7、自由貿易經

濟和疫苗防疫議題，邀請澳洲，韓國，南非和印度一同與會8。從今年 G7 討論、

聚焦的主題，可以明顯看出拜登對不容小覷的敵手中國採取更具體的方案，企圖

使用合縱連橫的方式制衡中國。 

 

    在阿拉斯加會談的中美唇槍舌劍9，中國和美國雙邊競爭的局面白熱化，拜

登加緊腳步，積極的找回盟友，接連出席多場領袖峰會，包括英美會談、G7、布

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歐盟美國領袖峰會、美俄峰會，同時拜登力挺世

衛組織、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除了積極的重建美國領導

全球的地位，也傳達盟友共同抗中的訊息、合作組織民主抗中聯盟以及期許俄羅

斯保持中立立場。不只外交卯足全力，經濟層面，白宮釋出 B3W計畫支持中低

收入國家的基礎建設，企圖抗衡中國 2013 年推出的一帶一路(投資發展中國家

的鐵路、道路和港口基礎設施)10，B3W是否能有效的與推動 7 年的一帶一路抗

衡？美國打算創造自由貿易聯盟的野心顯而易見，但中國除了一帶一路，也推出

                                                      
6 科技新報，G7 高峰會懶人包一次看！抗衡中國一帶一路、防止新冠疫情重演

https://technews.tw/2021/06/13/g7-meeting/ 
7 自由時報，高峰會呼籲半導體合作 台灣、南韓角色很重要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551490 

G7+4 
8 法廣，G7 峰會 韓國 澳洲 南非 印度參加 https://reurl.cc/Lbojvx 
9 BBC，中美阿拉斯加會談「唇槍舌劍」 雙邊關係進入「競爭性接觸」階段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6506697 
10 BBC，美國力推的 B3W方案浮出水面，40 萬億美元全球基建投資抗衡「一帶一路」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459296 



                                                                            

「非洲四方對話」11，企圖分化跨大西洋兩岸的結盟。科技發展也是美國近期主

攻項目之一，相較川普威脅打壓華為和中國 5G 設備商，拜登提供財務和政策誘

因，勸阻他國遠離中國 5G 設備商12，例如：藉由研討會和指南，在成本、法規

和資安部分向各國提出建議以勸阻它們使用華為設備；援助中東歐國家購入非中

國電信設備。中國也不是省油的燈，中國累計已開通 69 萬個 5G 基地台，連接

用戶數達到 1.6 億，均居全球首位13。中美科技戰場延伸至 6G，美國與日本攜

手投資 45 億美元發展 6G，中國則是發射全球第一個 6G 通訊衛星並在 6G 專利

加速佈局。開打的中美科技大戰，不同的發展體系，使得各國得開始選邊站。 

 

中美天津會談從外交慣例上的表面和平、私下波滔洶湧，演變到表面火爆、

激烈抨擊的局勢，在美國副國務卿訪中的對談對象和地點，已是砲火連連14。中

美天津會談，中方提出「四個停止」與一份糾錯清單和一份中方關切重點個案清

單15，會談過後的中美角力持續進行。川普的四年領導，美國的紛紛擾擾和多項

政策大轉彎，落後中國的部分，拜登究竟是苦苦追趕或能迎頭趕上？在雙邊角力

裡的台灣，在國際和外交上應該有什麼樣的立場和政策？習慣 keep the back 

door open的美國真的希望台灣誓死效忠？還是希望擁有地理位置優勢的台灣，

                                                      
11 中廣，分化大西洋兩岸 中國拋「非洲四方對話」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04833 
1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U.S. Fight Against Chinese 5G Efforts Shifts From Threats to Incentives 
13 經濟日報，世界 5G網速對比 中國大陸排名第三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4/5442571 
14 BBC，美副國務卿訪華不入京行程引關注 分析指為拜登習近平會面鋪路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926750 
15 BBC，天津會談期間中國激烈抨擊美對華政策 提出「糾錯清單」 謝爾曼說「不尋求衝突」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971521 



                                                                            

可以擔任中美對峙時，中間的對話和溝通角色，能夠彈性的承接雙方的角力？或

是希望台灣在面對中國的時候只是美國的應聲蟲？在各國往前走，全球佈局的同

時，台灣應停止沈溺於大內宣的舒適圈裡，思考對於台灣最有利的外交政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