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被停職的總統尹
錫悅去年12月3日貿然宣布
戒嚴，43天後成為該國第
一位被逮捕的現職總統。
當地時間15日上午，韓國
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
（簡稱公調處）和警方出
動近5000人，進入總統官
邸。公調處就緊急戒嚴風
波對尹錫悅展開偵訊，但
後者拒絕回答問題。15日
晚，尹錫悅被押送至首爾
拘留所過夜。公調處計劃
在48小時內提請法院簽發
拘留令，拘留期限最長可
達20天。有分析指出，韓
國的政治危機遠未結束。

48小時偵訊
當地時間15日上午10時33分，公

調處和警方人員逮捕尹錫悅。公調處
只能拘留尹錫悅48小時進行偵訊，若
要延長拘留時間必須申請拘留令。公
調處準備了200多頁的問題，涉及尹錫

悅宣布緊急戒嚴事件經過、是否謀劃
第二次緊急戒嚴等。15日，公調處在
位於中央政府果川辦公樓的辦公室對
尹錫悅進行訊問，但尹錫悅拒絕回答
問題，還拒絕錄音錄像。15日晚，尹
錫悅被送往首爾拘留所過夜。

彈劾案審理可能加速
憲法法院將在1月14日至

2月4日間就尹錫悅彈劾案舉
行5次正式辯論。若尹錫悅被
拘留20天，將無法出席辯
論。有分析認為，憲法法院可
能加快審理進度，或將在3月
中旬作出裁決。 大公報整理

最長20天拘留令
公調處計劃在48

小時內提請法院簽發
拘留令。拘留令申請
一旦獲批，拘留期限
最長可達20天；若法
院駁回申請，尹錫悅
將立即獲釋。

或面臨起訴
並被判重刑

檢方可能在拘
留期間起訴尹錫
悅，且由於涉及內
亂罪等嚴重罪行，
不排除尹錫悅被判
處重刑的可能。

尹錫悅未來命運如何？

【大公報訊】當地時間15日凌晨4時20分左右，公調
處車輛抵達位於首爾龍山區漢南洞的總統官邸前。據韓媒
報道，此次逮捕行動警力部署規模空前，共54個機動部
隊約3200人被調集，加上公調處等其他執法力量，總部
署人數接近5000人。尹錫悅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亦聚集在
總統官邸附近示威。公調處人員一度遭到尹錫悅律師團成
員、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議員及尹錫悅支持者阻攔，並發生
肢體衝突，現場一人受傷。暫不清楚受傷者身份。

總統警衛處曾在公調處3日第一次嘗試逮捕尹錫悅時
構築3道防線進行阻攔，但此次基本上放棄抵抗。公調處
和警方人員使用梯子越過門口的 「巴士陣」 ，並用斷線鉗
剪斷鐵絲網，順利進入總統官邸。另一部分調查人員和警
察從後山山路進入官邸區。15日上午10時33分，尹錫悅
被逮捕，隨後被押送至中央政府果川辦公大樓公調處辦公
室接受調查。尹錫悅律師團就尹錫悅被捕向首爾中央地方
法院申請逮捕適當性審查。

供應午晚飯 設休息處
尹錫悅一方公布其提前錄製的視頻，尹錫悅在視頻

中稱，為防止發生 「不光彩的流血事件」 ，雖然公調處是
「非法調查」 ，他仍決定接受。他還在社交平台發布一封
9000字手寫信的照片，繼續為自己辯解稱： 「戒嚴不是
犯罪，而是為了克服國家危機而行使總統權限。」 15日
早些時候，尹錫悅的律師團顧問曾表示，正與公調處就尹
錫悅 「自首」 進行協商。但公調處拒絕該提議，堅持要執
行逮捕令。

15日上午11時至晚上9時40分左右，公調處對尹錫悅
進行了三輪訊問，尹錫悅的3名辯護律師也在場。公調處
準備了200多頁問題，涉及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事件經
過、是否指示逮捕主要政治人物、是否試圖令國會職能癱
瘓、是否謀劃第二次緊急戒嚴等。但尹錫悅行使拒絕陳述
權，始終未回答問題，且不同意對偵訊過程進行錄音錄
像。另據報道，當地時間上午11時起，公調處在位於中
央政府果川辦公樓的辦公室對尹錫悅進行訊問，首次訊問
持續約2個半小時。經過一段時間休息，訊問於14時40分
繼續，持續至17時40分。鑒於調查時間可能較長，又涉
及警衛安保等問題，公調處在訊問室對面為尹錫悅準備了
休息室。

公調處午餐提供盒飯，晚餐供應大醬湯。晚餐結束
後，公調處於19時繼續對尹錫悅進行訊問。當晚，他被
押送至位於京畿道義王市的首爾拘留所過夜，16日將再
次前往公調處接受調查。

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15日晚在公調處辦公室
附近的草坪上自焚身亡。警方已對此事展開調查。

政治動盪遠未結束
根據韓國法律，公調處只能拘留尹錫悅48小時，之

後須申請拘留令。若法院駁回申請，尹錫悅將立即獲釋；
若批准申請，拘留期限最長可達20天，這也意味着尹錫
悅將無法出席憲法法院就彈劾案舉行的5次正式辯論。此
外，檢方可能在拘留期間起訴尹錫悅。由於涉及內亂罪等
嚴重罪行，不排除尹錫悅被判處重刑的可能性。在這種情
況下，彈劾案審理或將加速，憲法法院可能在3月中旬作
出裁決。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稱，尹錫悅被捕是 「恢
復憲政秩序的第一步」 。但韓國的政治危機遠未結束。尹
錫悅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其反對者高歌慶祝，其支持者則
躺在地上哭泣，反映韓國政治兩極化、社會撕裂。《紐約
時報》指出，緊急戒嚴風波持續一個多月，韓國最終不得
不出動 「執法者大軍」 才能逮捕尹錫悅，暴露出韓國政壇
存在嚴重分歧，執政黨和在野黨陷入惡鬥，沒有絲毫妥協
餘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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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被捕過程

一部分調查人員從後山山路
進入官邸。

10時33分，公調處宣
布尹錫悅被捕。

當地時間15日凌晨，公調處
人員和警察前往總統官邸，
使用梯子越過阻攔車輛，並
用鉗子剪斷鐵絲網。早上7
時30分左右，公調處人員進
入總統官邸。

尹錫悅的支持者聚
集在主幹道上。

尹錫悅的反對者在總
統官邸附近示威。

總統官邸

首爾

韓國

來源：BBC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媒分析稱，韓
國公調處和警方15日的逮捕行動得以順利進行，未
與總統警衛處發生武力衝突，警方事先展開的 「心理
戰」 起到關鍵作用。

公調處3日第一次嘗試逮捕尹錫悅時，總統警衛
處用巴士和鐵絲網等構築3道防線進行阻攔，雙方發
生了肢體衝突。事後，警方對時任總統警衛處長朴鐘
俊展開調查。10日，朴鐘俊宣布辭職，並因涉嫌妨
礙執行特殊公務到案接受警方調查。據報道，警方
在調查過程中發覺警衛處內部有分歧。朴鐘俊被視
為 「溫和派」 代表人物，代行處長職權的警衛處次
長金成勛則是 「強硬派」 。金成勛等人主張即使動
用武力也必須阻止逮捕行動，但僅得到一部分警衛
人員響應，多數意見認為不應該再次阻止公調處。

12日晚，公調處向國防部及總統警衛處發送協
助公文，要求協助逮捕尹錫悅。公調處告訴總統警
衛處，若有警衛人員妨礙執行逮捕令，將面臨刑事
處罰和民事賠償，且將喪失公務員身份和再聘用資

格，退休金也將受影響；警衛人員即便沒有按照上級
命令阻止逮捕行動，也不會因 「玩忽職守」 而面臨處
罰。有分析認為，此舉動搖了警衛人員的心理防線。

此外，公調處還吸取第一次逮捕失敗的教訓，
提前解決執法權限問題，在 「共同調查本部」 框架下
與警方合作行動，並增加警力部署，確保己方人力優
勢。

總統警衛處內訌 警方打心理戰

尹錫悅搬離青瓦台 仍難逃魔咒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總統尹錫

悅在上任之初就搬離青瓦台，但依舊難逃 「青瓦
台魔咒」 ，去年12月因緊急戒嚴風波被停職，本
月15日遭到逮捕。

尹錫悅在競選總統時曾承諾，上任後打造全
新的總統辦公室， 「青瓦台將會消失，我將徹底
清算帝王般總統權力的糟粕」 。2022年5月宣誓
就職後，尹錫悅搬到龍山區辦公，青瓦台則全面
開放，供民眾參觀。韓媒稱，韓國社會傳言青瓦
台 「風水不佳」 ，在這裏辦公和居住的歷任總統
均受到 「青瓦台魔咒」 影響，下場悲慘，而尹錫
悅迷信 「巫師」 ，搬出青瓦台的真實原因是躲避

「魔咒」 。但如今看來，尹錫悅即便離開青瓦台
也沒能有好下場。

1948年以來，韓國共經歷13位總統，其中
李承晚、尹潽善、崔圭夏被迫下台；朴正熙遇刺
身亡；盧武鉉跳崖自殺；金泳三和金大中的親屬
因貪腐入獄，他們被牽連也身敗名裂；全斗煥、
盧泰愚、李明博、朴槿惠則在卸任後被判囚。去
年8月底，前總統文在寅也被檢方列為涉嫌受賄
的犯罪嫌疑人，其女兒的住處被查抄。有分析指
出，韓國總統不得善終的原因並非所謂 「風水」
或 「魔咒」 ，而是政黨派系鬥爭激烈，陷入互相
清算的惡性循環。

韓國緊急戒嚴
風波時間線

2024年12月3日：
•尹錫悅發布緊急戒嚴令，宣稱此
舉是為了剷除 「反國家勢力」 ，
並下令戒嚴部隊封鎖國會。

4日：
•韓國國會召開會議，通過要求解
除戒嚴令的決議案。

7日：
•國會就尹錫悅彈劾動議案進行表
決，但因執政黨議員退場、參加
投票人數不足，動議案未通過。

8日：
•檢方將尹錫悅作為嫌疑人立案調
查。

11日：
•警方、公調處和國防部聯合設立

「共同調查本部」 ，調查緊急戒
嚴風波。

14日：
•國會就針對尹錫悅的第二次彈劾
動議案進行表決並通過，尹錫悅
隨即被停職。

27日：
•憲法法院啟動彈劾案審理程序。

30日：
•首爾西部地方法院以涉嫌發動內
亂和濫用職權為由，對尹錫悅發
布逮捕令。

2025年1月3日：
•公調處首次嘗試進入總統官邸執
行逮捕令，但遭到警衛處阻攔，
未能成功。

10日：
•總統警衛處長朴鐘俊辭職，並因
涉嫌妨礙執行特殊公務到案接受
警方調查。

14日：
•憲法法院就尹錫悅彈劾案舉行第
一次正式辯論，尹錫悅缺席。

15日：
•公調處和警方再次執行逮捕令，
成功逮捕尹錫悅。

大公報整理

韓國憲政史上首例 現總統尹錫悅被捕
公調處出動5000人 拆鐵絲網 搭梯越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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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用梯子越過總統官邸門前的 「巴士
陣」。 路透社

▲尹錫悅搬離青瓦台，但難逃 「魔咒」 。圖
為尹錫悅反對者15日慶祝他被逮捕。 新華社

▲15日晚，尹錫悅被送往首爾拘留所。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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