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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致辞 

 

【开场】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于 4月 16日在长野县轻井泽顺利召开。在国际社会

正值历史性转折期的背景下，能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轻井泽与 G7 外长们进行坦诚深入的讨

论，并发表了 G7外长会议联合公报作为此次会晤成果，对此我甚感欣慰。 

在此，谨向 G7 外长及所有相关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作为轮值主席，我想对本次会议成

果进行简要介绍。 

 

【概述】 

本次会议是今年 G7外长第二次线下会晤。在整个会议期间，外长们就 5月的 G7广岛峰会

一致达成了合作意向。并且，鉴于今年的峰会举办地为广岛，本次会晤还就核裁军、核不扩散

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此外，在本次会议中，G7外长首次以书面形式做出承诺，捍卫日本所重视的“基于法治的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强烈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印度—太平洋】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 G7 成员国。我认为成员国间就印太相关问题充分交换意见非常重要。

在本次外长会议第一天的工作晚餐和第二天的首场会议中，安排了充足的时间就该问题进行了

讨论。其间，我就日本对 FOIP（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及 FOIP 新计划的思维进行了说明，

并获得了 G7成员国的支持。此外，大家再次确认了 G7成员国加强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坚定支

持东盟（ASEAN）的核心地位及其一体性、承诺按照“东盟印太展望（AOIP）”推进合作，同时

与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就在 G7 框架内定期举行印太相关议题的讨论并加强合作等问题上，

各国外长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中国】 

关于中国问题，G7确认了与中国开展坦诚对话、直接表达关切的重要性，以及与中国就全

球问题和共同关切领域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G7 呼吁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

成员应采取行动，共同确认各国愿通过对话与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G7将对东

海、南海局势继续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尝试。同时，

重申作为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缺少的因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俄罗斯与乌克兰】 

关于乌克兰局势，G7 一致认为应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援



助，并强调俄罗斯应立即且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和装备，确认了无法接受俄罗斯不

负责任的核言论及其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威胁。此外，各国也就加强合作以应对俄罗斯逃

避制裁、第三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达成一致。 

 

【裁军与不扩散】 

关于裁军与核不扩散，我们刚刚召开了一次会议进行了详细讨论。遗憾的是，围绕核裁军

的形势越发严峻，但 G7仍重申将持续致力于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承诺。G7一致认为必须

维护并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体制，并在该体制下推进核裁军。岸田首相去年提

出的《广岛行动计划》是将“无核世界”这一“理想”与“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这一“现实”

连接起来的务实路线的第一步，该计划获得 G7 成员国一致好评，公认这是为实现“无核武器

世界”所做出的可喜贡献。此外，作为具体的核裁军措施，在重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FMCT）的同时，G7对中国扩大核军力表示担忧，并确认了核透

明的重要性。强烈敦促中国尽快就降低战略风险与美国开展对话，并呼吁尚未宣布或未执行停

止生产裂变材料（FM）的有核武器国家按照条约行事。 

 

【经济安全保障】 

G7 外长文件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设为独立一项。在文件中，对于经济安全保障所面临的

威胁日益增长的现状表示共同担忧，并就推进具体措施达成共识。例如共建可靠且坚韧的供应

链、开展外交部门之间的合作对抗经济威慑、针对在国家主导下试图通过不正当或强制方式获

取我们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相应对策等。  

 

【全球南方等】 

进一步重申加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参与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在加强 G7 间合

作的同时，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及中南美洲国家的合作。 

关于苏丹局势，G7强烈谴责目前发生的武装冲突，敦促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同时确认为保

护本国公民将与各国紧密合作。 

 

【结束语】 

作为轮值主席，很高兴此次会议进行了如此充实的讨论，G7外长间的合作变得空前紧密。

为应对国际社会当前的紧迫课题，迎接广岛峰会，我们将继续携手努力。 

最后，我要向长野县及轻井泽町的所有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以卓越的表现

向七国外长展现了日本引以为傲的“待客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