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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憲法法院24日對國務總理韓德洙彈劾案作出宣判，駁回對其的
彈劾。韓德洙隨即恢復國務總理職務，並代行總統職權。26日，最大在
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案二審判決將出
爐。而拖延已久的總統尹錫悅彈劾案最快預計於28日宣判。韓媒稱，這
3宗案件接連宣判，意味着韓國政壇或將迎來 「前所未有的動盪一周」 。

【大公報訊】韓國憲法法院24日作
出裁決，駁回對被停職國務總理韓德洙
的彈劾。韓德洙隨即恢復國務總理職
務，並代行總統職權。8名憲法法院法
官中，5人駁回彈劾、1人贊成，2人認
為應退回，最終彈劾被駁回。

先判韓德洙案試水民情
憲法法院裁定，在尹錫悅去年12月

3日宣布緊急戒嚴過程中，韓德洙並不
存在積極參與的行為。儘管韓德洙擱置
任命國會選出的憲法法院法官候選人違
反了憲法和法律，但不足以構成罷免的
理由。此外，不能認為代總統與執政黨
共同運營國政方面的行為違反憲法。

韓德洙復職後對國民發表講話，稱
接下來將集中精力應對與美國的貿易

戰，懇請停止對抗、實現合作，克服當
前國家面臨的危機。

韓國總統辦公室24日對憲法法院駁
回韓德洙彈劾案的決定表示 「歡迎」 ，
稱 「國會濫用彈劾程序是一種毫無節
制、惡意的政治攻勢」 。最大在野黨共
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回應稱，尊重憲法
法院的決定，但不知道韓國國民能否接
受。

韓德洙案是韓國憲法法院就本次戒
嚴風波作出的第一宗針對高級公務員的
司法裁決。

韓國京畿道知事金東兗認為，憲法
法院 「放生」 韓德洙，是為在彈劾總統
尹錫悅之前穩定國情，而採取的先決措
施。有分析稱，憲法法院改變案件的審
理順序，優先審理並駁回韓德洙案，是

為了自我打造 「公平公正」 的形象。未
來如果裁定罷免尹錫悅，對韓德洙案的
判決或可緩解韓國極右翼對憲法法院的
指責與攻擊。據報道，韓國極右翼近期
不斷散播 「憲法法院被外部勢力影響」
的假消息。

《韓民族日報》則指出，如果優先
宣判尹錫悅彈劾案，一旦他被罷免，韓
國將面臨總統與總理同時缺位的 「雙真
空」 。優先審理韓德洙彈劾案，如果憲
法法院駁回，總理復職主持大局，即使
之後尹錫悅被罷免，也能暫時穩定國家
局勢。憲法法院還可藉對韓德洙案的宣
判 「試水」 韓國社會反應。

李在明案結果左右其參選資格
憲法法院目前尚未宣布尹錫悅彈劾

案宣判日期。韓國各界此前預測，憲法
法院會在3月中旬作出裁決，但一再拖
延。目前，尹錫悅彈劾案的審理時間已
超過前總統朴槿惠和盧武鉉，成為審理
時間最長的總統彈劾案。

韓聯社稱，鑒於前總統彈劾案的宣
判日均定在周五，以及宣判前後的安全
問題等，尹錫悅彈劾案最快將在本周五

（3月28日）宣判，但也有可能推遲至4
月。因憲法法院代理院長文炯培將於4
月18日任滿，有分析認為，這將是尹錫
悅彈劾案宣判的最後期限。

本周另一單廣受關注的案件宣判是
李在明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一案的
二審判決。李在明此前在一審中被判處
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若二審維持原
判，目前各黨派有望競選下任總統的候
選人中民調最高的李在明，將喪失國會
議員資格，同時在未來5年內不得參
選。

報道稱，如果憲法法院罷免尹錫
悅，則必須在60天內舉行新的總統選
舉。如果尹錫悅彈劾案被駁回，他將立
即恢復總統職務。再加上李在明案宣判
結果將左右其總統候選人資格，未來韓
國朝野對立勢必愈發激烈。

此外，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24日
宣布，將於4月14日對尹錫悅涉嫌發動
內亂案進行第一次公審。檢察機關指控
尹錫悅涉嫌與前國防部長官等共謀，在
沒有戰時、事變或類似的國家緊急事態
徵兆情況下，宣布緊急戒嚴。

（綜合報道）

韓政局不穩 難應對美「關稅大棒」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

報》、韓國《中央日報》報道：美國政
府本月12日對進口鋼鋁加徵25%的關
稅，還將從4月2日起對貿易夥伴實施對
等關稅，韓國等美國盟友均成為美國
「關稅大棒」 的受害者。分析指，韓國
總統尹錫悅去年12月被停職後，韓國政
府群龍無首，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判
難上加難。

在尹錫悅和國務總理韓德洙接連被
停職後，副總理崔相穆代行總統職責。
崔相穆本月早些時候表示，特朗普的

「美國優先之箭」 已開始瞄準韓國。美
媒指出，崔相穆迫切想要說服特朗普不
要對韓國商品加徵關稅，但崔相穆的
「跛腳鴨」 身份降低了特朗普與其通話
的興趣。

韓國是最大的對美鋼鋁出口國之
一。由於對美出口依存度高且國內市場
需求低迷，美國加徵鋼鋁關稅，料重創
韓國鋼鐵製造商。2024年美國對韓國貿
易逆差超過660億美元，韓國是特朗普
口中 「利用美國」 的國家之一。

分析認為，韓國將是最容易受到特

朗普關稅政策衝擊的國家之一。由於韓
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相對較少，韓國也
很難效仿加拿大等國對美國徵收報復性
關稅。

韓媒此前報道，美國能源部已將韓
國列入 「敏感國家」 名單。韓國政府辯
稱，美國此舉的原因並非韓國外交政策
問題，而是與美國能源部下屬研究所的
保密問題有關。雖然韓國政府正加緊與
美方談判爭取從該名單中被剔除，但距
離4月15日措施生效僅剩20多天，是否
能夠成功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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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日
•韓國總統尹錫
悅發布緊急戒
嚴令。

12月14日
•國會通過尹錫悅彈劾動議
案，並提交憲法法院審

理，審理過程最長180天。

12月31日
•首爾西部地方法院以涉嫌 「發動
內亂、濫用職權」 罪名，對尹錫
悅發布逮捕令。

2025年1月14日
•韓國憲法法院就尹錫悅彈劾案舉
行第一次正式辯論。

1月15日
•檢調人員闖入總統官邸，逮捕尹
錫悅。

2月4日
•尹錫悅的律師向首爾中央地方法
院申請取消拘留。

2月25日
•憲法法院就尹錫悅彈劾案舉行最
後一場辯論，當時媒體預計3月
中旬作出裁決，但截至3月24
日，仍未公布具體日期。

3月7日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批准了尹錫悅
方提出的取消拘留申請。

3月8日
•在被捕52天後，尹錫悅獲釋離
開首爾拘留所。

3月18日
•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祖國革新黨
等黨派議員提交請願書，呼籲憲
法法院盡早裁定彈劾案成立。

3月24日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將於4
月14日對尹錫悅涉嫌發動內亂
案進行第一次公審。

黨派最新民調
• 韓國民調機構
Realmeter於24日
公布的民調顯示，
最大在野黨共同民
主黨的支持率為
43.6%，執政黨國
民力量黨的支持率
為40.0%，雙方差
距繼續縮小。

•韓國蓋洛普21日
公布的民調顯示，
支持彈劾尹錫悅的
受訪者佔58%，反
對彈劾的佔36%。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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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會談 商討黑海停火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半島電視台

報道：3月23日和24日，美國代表團在沙特首
都利雅得先後與烏克蘭和俄羅斯代表團舉行會
談，圍繞俄烏衝突問題展開新一輪談判。美方
官員稱，希望能促成俄烏在黑海停火，為雙方
達成全面停火協議鋪路。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4日表示，美
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商議黑海航運安全倡議的細
節，俄總統普京表示同意。白宮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華爾茲稱，此次談判重點是在黑海實現海

上停火，而接下來談判有望推進到前線戰局。
2022年，俄烏在土耳其與聯合國斡旋下

達成黑海糧食協議，以確保俄羅斯農產品和化
肥以及烏克蘭農產品能夠安全地經黑海出口。
但實際操作中，西方將大部分烏克蘭糧食轉運
至本國，而對俄承諾部分未獲履行，俄羅斯在
2023年退出該協議。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3日晚表示，美烏
代表團當天的會談 「非常有益」 ，他同時呼籲
各方繼續對俄施壓以促使俄方實現 「真正」 停

火。
據悉，美國原本打算以 「穿梭外交」 的

方式，同時與俄方和烏方代表團單獨會談，但
後來改為一前一後會談。美俄官員24日談判
之際，烏克蘭代表團也在同一家酒店內等候，
美烏代表團當天預計再舉行一次會談。

知情人士透露，白宮希望在4月20日前達
成俄烏停火協議，但以目前進程來看，俄烏雙
方立場仍相差甚遠，達成協議的時間可能會推
遲。

▲韓國浦項市一家鋼管廠的鋼鐵製品。
法新社



•韓國憲法法院駁回對被停職國務總理韓德
洙的彈劾案，韓德洙隨即恢復國務總理職
務，並代行總統職權。有意見認為，該案
的審判結果或可作為韓國總統尹錫悅彈劾
案的 「風向標」，提供一定參考。

•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涉
嫌違反《公職選舉法》案的二審判決
將出爐。李在明此前在一審中被判處
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若二審維持
原判，他將喪失國會議員資格，同時
在未來5年內不得參選。

韓政壇本周關鍵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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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

3月26日

最早3月28日

▲尹錫悅的支持者示威，反對
彈劾總統。 美聯社

▶抗議人士在首爾集會，要求尹錫
悅立刻下台。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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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李在明的案件將於周三宣判，而憲法法院
計劃於本周四做出其他釋憲案的宣判，目前各界
評估，一再拖延的尹錫悅彈劾案最快將在本周五
（3月28日）宣判，最晚可能會拖到4月初。

•如果憲法法院最終罷免尹錫悅，則必須在60天
內舉行新的總統選舉。如果彈劾案被駁回，尹錫
悅將立即恢復總統職務。

韓總理躲過彈劾 尹錫悅命運未知
三大案或陸續宣判 韓政壇迎動盪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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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中）。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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