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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案之节外生枝

朴槿惠又添受贿嫌疑
弹劾投票前夕，朴槿惠“闺蜜门”

重要证人高永泰称，崔顺实自掏腰包
为朴槿惠购买了100件衣物和三四十
个手提包。执政党新国家党议员黄永
哲（音译）表示：“青瓦台没有为总统的
衣服和手提包买单，崔顺实用自己的
钱给总统买了礼物，这显然是行贿，崔
顺实以此换取了干政影响力。”反对党
正义党议员尹昭贺（音译）要求朴槿
惠出示支付凭证，“钱款的支付人是
崔顺实，如果朴槿惠拿不出证据，就
应该受到受贿指控”。据新华社

■弹劾案之前车之鉴

那些为贪腐所累的
韩国总统

卢泰愚（1988年至1993年在任）
卢泰愚于1993年卸任，他的继任者

金泳三上台后，发起反腐运动，使卢泰愚
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公开受审的前总统。
金泳三（1993年至1998年在任）

金泳三执政期间表示不铲除腐败
就不能创造“新韩国”，然而，1997年韩
宝公司破产案发生后，金泳三次子金
贤哲被控与此案有关。
金大中（1998年至2003年在任）

2002年5月，金大中的小儿子金弘
杰、次子金弘业因涉嫌受贿被捕，金大
中就此事向民众道歉。
卢武铉（2003年至2008年在任）

2004年3月，在野党对卢武铉提
出弹劾案，原因是他涉嫌对国会选举

“施加不公正影响”等。同年 3 月 12
日，国会通过弹劾案，卢武铉被中止行
使总统权力。2004年5月，宪法法院
对卢武铉总统弹劾案作出判决，宣布
驳回国会提出的总统弹劾案，卢武铉
立即恢复行使总统权力。2009 年 4
月，卢武铉涉嫌受贿被调查。2009年5
月23日，卢武铉在家乡登山时坠崖身
亡，警方认定卢武铉系自杀。
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在任）

2012年7月中旬，韩国检方指控李
明博兄长李相得涉嫌收受非法政治资
金。李明博因此事向国民道歉。
据新华社

内政：不确定性增加

韩国《中央日报》8 日报
道，执政党新国家党几名代表
日前在美国访问时与美国当
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身边
人士会面。不少美方人士提
出疑问：“如果弹劾案通过，要
与（韩国的）谁进行接触？”这
也是外界普遍对眼下韩国政
局所存的疑惑。

在野党及不少韩国民众
将总理黄教安视为朴槿惠身
边的“亲信”，对他并不信任。
不少舆论认为，黄教安代行总
统职权可能会“磕磕绊绊”。
总体来看，韩国国内还未出现
任何能够将朴槿惠取而代之
的强有力政治人物，国内政治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韩国出现

“权力真空”的可能性相当大。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院研究员董向荣预测，权
力真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权
力争夺是未来韩国国内政治

“大戏”的重要看点，国政运营
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外交：半岛局势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杨希雨认为，如果韩国进入
政策空白期和权力真空期的
话，朝鲜半岛局势，甚至亚太地
区局势走向或将面临变数。

目前，新国家党和最大在
野党共同民主党在对朝、对美
等政策上有较大分歧。总体
而言，共同民主党持“亲朝远
美日”的对外政策基调，而新
国家党则与之相反。

董向荣认为，如果共同民
主党能够确定国内政治优势

并赢得明年的大选，韩国必将
或多或少调整其外交政策。

“不过由于当前的安全局势和
地区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
化，包括签署韩日情报协定在
内的一些时局进展又具有一
定的‘刚性’，因此韩国外交政
策即使出现调整，也很难回到
10年前的状态。”她说。

国民：失望情绪不断

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
所 12月所作最新民调结果显
示，执政党新国家党、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的支
持 率 全 部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下
降。首尔大学教授张德镇分
析说，民众首先对朴槿惠和她
所属的新国家党感到愤怒，同
时对在野党“没能事先应对”
的无能也感到失望。

这份民调中，自称“没有支
持 的 政 党 ”的 受 访 者 达 到
53.4％。在“明年总统选举会支
持谁”的提问中，回答“没有支
持的人选”的人最多，占29％。

首尔大学教授朴元浩（音
译）说，这是“韩国政治旧疾一
次性爆发的结果，现在需要讨
论设计新的政治系统”。杨希
雨说，尽管韩国总统似乎存在

“难以善终”的“魔咒”，但其背
后重要症结之一却是韩国国
内多年来“既不清晰、也不清
洁”的政商关系。“从经济层面
看，韩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被主
要财团和大公司主导，从政治
上看，韩国虽然实行民主化，但
经济权力把持者会寻求与政治
权力结合进行利益交换。因
此，更重要的是反思如何打破
这个‘魔咒’。”据新华社

按照相关程序，若使弹劾
案在国会通过，需要在总共
300个议席中获得至少三分之
二议员支持。最终计票结果
显示，234名议员赞成弹劾，56
人反对，2人弃权，7票无效，1
名议员缺席。由于事项重大，
韩国国会当天改变了惯用的
电子投票方式，改为传统的纸
质投票，以防止作弊。

国会通过总统弹劾案后，
不少议员表示将推动国政正常
化，尽快结束混乱状态。议长丁
世均说：“过去几个月中，国政实
际上已经瘫痪。现在弹劾案获
得通过，混乱状态必须停止。”

当天的国会会议不向普
通民众开放，但部分“岁月”号
沉没事件遇难者家属统一身
穿黄色外套获准进入国会会
场旁听。表决结果公布后，会
场内响起一阵欢呼声。国会
外，会场外庆祝的民众将街道
都堵死了，多名示威民众接受

采访时说，国会通过弹劾案的
结果理所当然，符合民意。

按照程序，弹劾案接下来将
提交给宪法法院审理并作出最
终裁定，审理过程最长可达180
天。在此过程中，朴槿惠将被暂
停总统职权，但保留总统身份，
其职权由国务总理黄教安代行。

据韩国媒体报道，朴槿
惠正在组建实力雄厚的律师团，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特别检察小
组的调查和宪法法院的裁决，寻
找最后的翻盘机会。尽管宪法
法院对弹劾案的最长审理时间
可达 180天，但鉴于民众和在
野党要求尽快作出裁决的呼声
高涨，宪法法院很难拖延太
久。有分析认为，宪法法院可
能最早在明年 1至 2月作出最
终裁决。

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8
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朴槿惠
的 民 众 支 持 率 为 5％ ，另 有
81％的受访者赞成弹劾总统。

韩国国会9日下午以234票赞成、56票反对的
结果，通过了针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动议案，朴槿惠
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二名被国会弹劾的总统。

当天下午，朴槿惠在青瓦台与内阁成员会面时表
示，将依据宪法和法律程序，“从容”面对宪法法院关
于弹劾案的审理以及独立检察官的调查。朴槿惠称，
自己会“郑重”接受民众的声音，希望干政事件造成的
混乱局面能够结束。

韩国国会通过总统弹劾案

朴槿惠停职,庆祝民众堵死了街道
中国外交部：希望韩国局势尽快恢复稳定

改为纸质投票，以防止作弊

■弹劾案之影响

“总统缺位”近30年来未有,韩国内政外交现变数
在韩国宪政史上，朴槿惠成为继卢武铉后，第二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结合朴槿惠此前有关“明年

4月卸任、6月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表态，她还很可能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位未能完整履行任期的总
统。这种“总统缺位”情况近30年来未有，因此为韩国内政外交带来了不小变数。

12月9日，在韩国首尔总统办公室，朴
槿惠出席紧急内阁会议。

12月9日，在韩国首尔，国会议长丁世均
主持弹劾动议案投票。

■弹劾案之中国态度

希望两国关系良好发展
坚决反对部署“萨德”

对于韩国国会表决通过对总统朴
槿惠的弹劾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9日表示，希望韩国局势能尽快恢
复稳定，两国关系能得到良好发展。

有记者问，韩国国会9日表决通过
了对朴槿惠的弹劾。你认为这对今后
的中韩关系，特别是对“萨德”部署进程
有何影响？陆慷说，作为韩国的近邻，
中方一直关注韩国国内局势，希望韩国
局势能尽快恢复稳定。“但弹劾案本身
是韩国内政，作为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
原则，我们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陆慷表示，中方希望中韩关系能得
到良好发展，但在“萨德”问题上，中方的
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们坚决反对美
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这
影响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据新华社

如果不是在韩国，没有
亲身经历每周末烛光集会，
可能很难理解韩国民众对
朴槿惠的反弹情绪有多激
烈。几周来，首尔的雨雪没
有阻挡住民众示威要求总
统下台的民意表达，推着婴
儿车的年轻父母、蹒跚的老
人、外地赶来的农民，纷纷
聚集到光华门广场，一次次
刷新集会人数纪录。可以
说，韩国民众要求朴槿惠下
台的强烈意愿是最主要的
推动力。

正是在一轮轮首尔烛
光集会之后，在野党亮出弹
劾底牌，执政党“非朴派”也
不得不倒向支持弹劾。韩
国民众这一次真怒了，不仅
是因为总统有个爱插手干
政的“亲信”，也不只是因为
朴槿惠应对“岁月”号沉船
时的旧账，更不只是青瓦台
买伟哥和胎盘素这些“花边
新闻”。“亲信干政”事件更
像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许
多韩国人长期以来聚积心
头的三重怒火。

第一团怒火在于民众
对朴槿惠深深的失望。“亲
信干政”事件曝光后，民众

发现朴槿惠却让一个与政
府毫不相干的“江南富婆”
参与国政，这让很多选民
内心“很受伤”。“我曾把票
投给朴槿惠，但她却听凭
崔顺实对内政外交指手画
脚，实在是辜负了我们的
期望”。类似银行职员李
先生的这番表态，记者在
现场采访中一次次听闻。

第二团怒火是民众对
经济现状的不满。这些
年，韩国经济放缓趋势不
减，青年人就业形势尤其
严峻。今年前 10个月，20
至29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超
过 10％，创 2000年以来的
最高值。最近的民调中，
19 至 39 岁受访者对朴槿
惠的支持率为零。

第三团怒火烧向韩国
社 会 官 商 勾 结 的 顽 疾 。
朴槿惠上任之初，把加强限
制财阀作为“经济民主化”
的措施之一。但“干政门”
调查显示，崔顺实涉嫌胁迫
大企业向其控制的财团捐
款，财阀则涉嫌以出资换取
政府特殊政策待遇。这对
于韩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
过的旧戏码。据新华社

韩国民众怒火为何烧向朴槿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