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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亂局持續 代總統亦遭彈劾
陷無政府狀態韓圜匯率創15年最低

繼總統尹錫悅因為戒嚴令被彈劾停職
後，韓國國會27日表決通過了針對代總
統、國務總理韓德洙的彈劾案。這是韓國
歷史上首次出現代總統被彈劾的情況，也
是兩周時間內總統和總理先後被彈劾停
職。韓媒評論稱，如今韓國政局似乎實際
上處於一種 「無政府狀態」 ，國家面臨更
大不確定性。27日，韓圜對美元匯率創下
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匯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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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27日在韓國憲法
法院外集會，要求逮捕韓
國總統尹錫悅。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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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局勢最新進展

•韓憲法法院27日舉行尹錫悅彈劾案首次審前
聽證會，啟動案件審理程序。尹錫悅本人沒
有出席。第二次聽證會將於下月3日舉行。

•尹錫悅方面表示，尹錫悅在12月3日宣布戒
嚴的過程中沒有違反憲法和法律，即便有，
也沒有到應當罷免總統的嚴重程度。

尹錫悅彈劾案審理

•國會27日投票通過針對代總統、國務總理韓
德洙的彈劾案。192名在野黨議員全部投下
贊成票，108名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議員全部
未投票。

•關於韓德洙彈劾案的表決存在爭議。國會議
長禹元植表示，根據韓國法律，通過國務總
理彈劾案，遵循簡單多數制，即需獲至少
151張贊成票。

•國民力量黨堅稱，由於韓德洙代行總統職
權，應按照總統彈劾案的標準進行表決，即
需獲至少200張贊成票才能通過彈劾。國民
力量黨隨後對韓德洙彈劾案提出權限爭議審
判和效力停止申請。

韓德洙彈劾案

大公報整理

•國會通過韓德洙彈
劾案後，經濟副總
理兼企劃財政部長
官崔相穆（見圖）
將代行總統一職。
崔相穆表示，誓言
克服政局動盪。

第二位代總統

•韓警方27日嘗試搜查位於首爾三清洞的總統
安全屋，旨在獲得此處的閉路電視資料。

•韓檢方27日以 「主導內亂」 嫌疑起訴前防長
金龍顯，並扣押了他的保密手機。

調查及起訴情況

【大公報訊】由於代行總統職務的總理韓德洙拒
絕任命憲法法院三名新法官，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
主黨26日向國會提請彈劾韓德洙，國會27日下午進行
表決。表決前，朝野就彈劾通過所需的票數發生爭
執，在野黨認為，通過總理彈劾案只遵循簡單多數
制，即需獲至少151張贊成票。執政黨國民力量黨堅
稱，由於韓德洙代行總統職權，應按照總統彈劾案標
準進行，即需獲國會300名議員中三分之二，即200張
贊成票才能通過。最後，國會議長禹元植決定，遵照
在野黨的提議進行。

副總理崔相穆出任代總統
在野黨議員開始投票後，執政黨議員仍包圍議長

席高聲抗議，還要求禹元植下台，場面十分混亂。最
終，192名在野黨議員全部投下贊成票，108名執政黨
議員全部未投票，彈劾案通過，韓德洙的國務總理職
權及代行的總統職權均被暫停。韓德洙表示，尊重國
會的決定，將等待憲法法院的最終裁決。執政黨主張
針對韓德洙的彈劾無效，將針對此次彈劾提出權限爭
議審判及暫停生效申請。

韓聯社稱，總統被彈劾後，代行其職權的總理也
被彈劾停職，這在韓國憲政史上尚屬首次。韓國《中
央日報》指出，韓德洙被彈劾後，韓國很可能面臨史
上首次政治領導力真空。根據韓國法律，韓德洙停職
後，由經濟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即財政部長）
崔相穆代行總統職權。崔相穆隨後表示，政府將盡全
力穩定國政、減少混亂。

與韓德洙一樣，崔相穆是職業技術官僚出身，曾
擔任朴槿惠政府的企劃財政部第一次官（即財政部副
部長）。之後他離開了政府，直到2022年尹錫悅上台
後，再次延攬他擔任總統室經濟首席秘書，之後再次
高升。輿論也質疑，目前韓國經濟面臨很大的不確定
性，本就主管財政的崔相穆，難以在總統、總理都停
職的情況下，身兼多職，韓國政局將不可避免地陷入
混亂。

比朴槿惠被彈劾時更混亂
韓德洙彈劾案再次引發匯市波動。投票過後，韓

圜兌美元即時下跌0.6%，當天一度跌破1美元兌1480
韓圜關口，創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新低。韓國央行27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韓國12月商業信心指數降至4年多
來的最低水平，原因是戒嚴令風波後的政治不確定性
以及對經濟增長勢頭的擔憂。韓國新韓銀行研究員白
錫賢表示，即使在前總統朴槿惠被彈劾時，匯率也沒
有出現這麼大的波動，如今的政局混亂似乎比那時更
嚴重，實際上處於一種 「無政府狀態」 。

同樣在27日，韓國憲法法院舉行了尹錫悅彈劾案
首次審前聽證會，啟動案件審理程序。尹錫悅本人沒
有到場，其代理人堅稱，尹錫悅在本月3日宣布戒嚴的
過程中沒有違反憲法和法律，即便有，也沒有到應當
罷免總統的嚴重程度。據悉，第二次聽證會將於下月3
日舉行。韓國警察廳下屬國家調查本部特別調查團當
天嘗試搜查位於首爾三清洞的總統安全屋，希望獲取
相關閉路電視資料，但遭到警衛處阻撓，未能成功進
入。

目前，崔相穆尚未就任命憲法法院大法官一事表
態。在野黨已催促他盡快通過任命。外界擔憂，崔相
穆如果拒絕任命法官，也可能被在野黨拉下馬。韓國
外國語大學政治學教授李在穆（譯音）表示，隨着政
治變得 「更加兩極化」 ，韓國的民主體制正受到考
驗。

（綜合報道）

2025年時
間列車即將出
發，大家都拚命

往上擠，誰也不想錯過這唯一的時間班
列。阿塞拜疆客機上的38人就稀裏糊塗
地永遠錯過了。俄羅斯說是被飛鳥撞上
的，西方國家說是被俄羅斯防空系統打
下了，理由是這架飛機經過的區域正在
被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或許觸發了某
國防空系統瞄準了不該瞄準的目標，這
項空難的調查無疑將延續到2025年，一
併將持續近三年的俄烏戰爭納入人們的
視野；特朗普如何兌現上任之後24小時
內結束此戰爭的諾言將成為2025年開局
的一大看點。

2025年唯一確定的是世界的巨大不
確定性。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
「2025年將是冷戰後最危險的一年。」
原因是，混亂無序的世界與美國有限的
影響力之間形成巨大落差，讓政治風險
進一步上升，金融風險進一步累積。特
朗普不按常理出牌，讓世界無所適從，
尤其是他最近的 「擴張主義」 言行攪得
有關國家不得安寧。特朗普最近盯上了
巴拿馬運河，揚言如果巴拿馬不降低美

國商船和軍艦的過河費，美國將收回巴
拿馬運河。顯然這不是信口開河，特朗
普身邊的顧問說得很清楚，這條運河作
為世界的戰略咽喉，決不能落入中國人
之手。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已得到不
少拉丁美洲國家響應。前不久，秘魯的
錢凱港與上海港實現了對接，大大縮短
了中國與拉美之間的航距，成為 「中國
染指美國後院」 的另一例證，惹得特朗
普非常不高興，特朗普隨即表示，今後
從秘魯錢凱港出口的貨物一律課徵60%
的關稅，給拉美國家來個下馬威。接下
來，美國很可能利用與巴拿馬談判過河
新費率的問題，加大在巴拿馬的軍事和
政治存在。1989年，美國以 「販毒」 的
理由將巴拿馬總統諾列加押往美國受
審，2025年這裏又將呈現怎樣的瘋狂，
世界正拭目以待。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對收購格陵蘭島
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個島的面積相當
於得克薩斯州的三倍，隨着地球的暖化
加劇，這裏的稀土等礦產資源開採價值
越來越大，其北極航運價值也進一步凸
顯。丹麥及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總理均表
示，格陵蘭島屬於非賣品，合作可以，

但出賣主權沒門。為此，丹麥還加大了
2025年的國防預算撥款。但問題是，格
陵蘭島總共才區區五萬人，美國還在那
裏設有軍事基地，格陵蘭島簡直就是美
國的囊中之物。美國曾從俄羅斯手中買
下阿拉斯加、從法國手中買下路易斯安
那，從西班牙手中買下佛羅里達，從墨
西哥手中奪走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將美國變成了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兩
洋國家。即便如此，在21世紀20年代，
特朗普仍有繼續 「開疆拓土」 的念頭，
不能不佩服他的巨大想像力。

2025年是世界人民慶祝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八十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八十
周年的特別日子。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已經向各成員國發出邀請，希望193個
成員國元首共襄盛會，為促進世界的相
互理解，共同尋找解決之道。聯合國這
些年來被急速邊緣化，在事關戰爭與和
平的問題上無能為力，聯合國秘書長甚
至被以色列列入了 「不受歡迎的人」 。
但聯合國作為一個多邊國際舞台，一些
大國還是可以利用這個歷史性場合，
進行必要的溝通和交流。2023年，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舊金山APEC峰

會，實現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也
讓中美關係止跌企穩。特朗普最近在美
中關係問題上不乏攻擊，但也作了一些
積極表態。特朗普聲稱， 「中美兩國聯
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 雖然這
種說法過於誇張，但中美合作的確可以
為世界注入更大活力和穩定性，更不至
於讓《經濟學人》 「最危險一年」 的預
測一語成讖。

2024年，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向
眾多國家提供單邊免簽，向世界張開雙
臂，體現了中國越來越強的自信。 「說
來就來」 的中國之旅變成了現實，外國
旅行者用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想、所
思，真真切切向世界解說着中國故事，
與西方長期塑造的中國故事截然不同。
所謂的新疆 「種族滅絕」 、 「強迫勞
動」 ，在現代化大生產、機械化作業面
前不攻自破，當然對新疆棉花、番茄、
辣椒、太陽能板、風能設備等予以制
裁，這是他們別有用心的政治考量，無
關真相。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切
都會向着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

2025年世界注定加速右轉。特朗普
的上台將進一步激勵歐洲極右翼，大西

洋兩岸的右翼勢力遙相呼應，大有合流
之勢。美國國內，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
和黨的價值觀都會進一步趨向於保守，
如果不這樣做，民主黨只會進一步脫離
民眾，這是形勢所迫。從國際層面看，
民粹主義、國家優先主義、排外主義將
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在戰火中煎熬的
歐洲自顧不暇、自身孱弱，更需要向美
國靠攏。2024年，內塔尼亞胡的攻城略
地大有斬獲，但他的野心遠不止於此，
2025年的伊朗面臨更大的外部壓力，其
局勢演變存在着巨大不確定性；中國產
業轉移的聚集地——東南亞也將迎來特
朗普關稅戰的艱巨挑戰，其溢出效應同
樣值得關注。

2025年中國是上合組織的輪值主席
國，這是時隔7年之後峰會主辦地再次回
到中國，主場外交必將推動「上合組織」
的進一步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據外電報
道，法國總統馬克龍、阿根廷總統米萊
都在為2025年中國之行做最後的準備。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洲，抑或是泛亞、非
洲，中國都需要與之廣交朋友。美國在
反全球化的道路上狂奔，而中國扛起的
這面全球化大旗依然精彩，值得期待。

2025年的世界或將迎來大開大合的一年
公評世界
周德武

韓憲法法院法官空缺 加劇朝野纏鬥
【大公報訊】綜合韓國《中央日

報》、新華社報道：韓國在野黨針對代總
統、國務總理韓德洙的彈劾案27日在國會
通過。在野黨彈劾韓德洙的最主要原因就
是他拒絕任命憲法法院法官，而該問題已
經成為目前韓國朝野爭鬥的焦點所在。

針對韓國總統尹錫悅的彈劾案14日在
國會通過後，其去留將由憲法法院裁決。
根據相關規定，憲法法院由9名法官組成，
做出同意彈劾的裁決需要至少6名法官贊
成。目前憲法法院3個由國會推薦的法官席
位處於空缺狀態。雖然現有的6名法官也能
做出裁決，但只有6人全部贊成，彈劾才能
得到確認。

目前在職的6名法官中，兩人被認為是
進步派，兩人屬於中間派，剩餘兩人則屬
於保守派。負責尹錫悅彈劾案的主審法官
鄭亨植，就是由尹錫悅提名和任命的，與
其私交甚篤，被認為是目前6人中最有可能
就彈劾案投反對票的法官。因此，在野黨

方面希望盡快將憲法法院法官人數補足，
則9名法官中即便有人反對，但獲得6人贊
成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從而達到罷免
尹錫悅的目的。

韓國國會26日表決通過3名憲法法院法
官的任命案。按照程序，當時代行總統職
權的韓德洙要對這些法官進行正式任命。
但韓德洙稱，任命憲法法院法官一事應首
先由朝野政黨達成一致，否則他將暫緩任
命。韓國朝野政黨之間目前勢如水火，根
本不可能達成一致，韓德洙的主張無異於
空談，也是在變相幫助尹錫悅和執政黨延
續 「拖延戰術」 。

分析人士認為，彈劾案審理拖得越
久，支持彈劾的民意或不斷下降。而且在
野黨陣營中最有實力競爭下任總統的共同
民主黨黨首李在明也是官司纏身，如果不
能很快罷免尹錫悅並舉行總統選舉，一旦
李在明在其所涉案件中獲刑，在野黨陣營
將缺乏角逐下任總統的有力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