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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内政干涉权
这场改革源自总统府青瓦台的

意见，按照 7月通过的“国情院改革

案”，国情院改名“对外安保情报院”
（简称外情院），严禁介入国内政治

事件，不得以所谓“对共搜查权”迫
害特定公民。为强调严肃性，执政党

还向国会递交《国情院法修订案》，

以期形成法律，确保改革“不可逆”。
其实，总统文在寅期待改革已

久。早在 2017年竞选时，他便提到
国情院必须“洗心革面”，“院长任命

要经国会同意并推行任期制”，但由
于部门关系盘根错节，这一主张沦

为口号。如今，改革终于启动了，可
他当初希望的改革内容却未被涉

及。原来，国情院长与韩国普通部门
首长任命不同，不必经国会听证，而

是总统直接任命，执政党多数人觉
得，鉴于情报工作特殊性，片面强调

情报首长需国会认可，可能造成“用
人不察”，况且一旦确定任期制，也

在某种程度限制了人员流动性与活
力，因此改革更多瞄准废止国情院

国内搜查权限上。

“南山魔鬼”横行
“时隔 21年后，国情院迎来第

六次更名。”韩国 KBS电视台称，外

界普遍认为国情院源自 1961年成
立于汉城（今首尔）南山的中央情报

部（简称中情部），但真正的“老祖
宗”应是 1959年诞生的“国防部 79

号室”，专门对付朝鲜及韩国左翼运

动，负责人是大刽子手李厚洛。由于
名声太臭，1960年，79号室化身“中

央情报研究委员会”。1961年，靠政
变上台的总统朴正熙觉得特务机构

重要，便将军队特务队、警察稽查
队、中央情报研究委员会整合成中

情部。1963年，为提高内卫能力，中

情部独揽所谓“对共搜查权”，打击
左翼运动。1980年，同样以政变掌

权的全斗焕总统将中情部改为“国
家安全企划部”（简称安企部），其职

能从情报搜集、“防共安保”等领域
向外拓展，制造各种冤狱，变成百姓

闻之色变的“南山魔鬼”。
20世纪 90年代，韩国号称进

入“文民政府”时代，民怨甚大的安
企部成了众矢之的。1998年，左翼

政治家金大中当上总统，提出把权
力不受约束的安企部变为政治中立

的“真正情报机关”。1999年，安企
部更名为“国家情报院”，还开设网

站，试图打造“国民利益至上”的形
象。身为当年被安企部特工差点干

掉的总统，金大中亲自视察新国情
院总部，为院训石碑揭幕，上书“情

报就是国力”六字。

“诸葛亮”来了
国情院的组织机构、预算及人

力编成等虽属保密事项，但随着韩

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加之影片
《南山的部长》刺激，韩国网民的“挖

材料”热情高涨，使得国情院大体轮

廓浮出水面。截至今年初，国情院下

设院长、次长、局长（室长）、地方分
院负责人、项目团长、组（队）长/?

长、职员等。本部位于首尔内谷洞，
各地方设分部，数量约在 11个，各

分部的名称及规模会经常发生变
化。国情院下设三个次长，其中第一

次长负责海外情报，第二次长负责陆

上邻国情报，第三次长负责科技情
报。按照改革方向，未来情报院的邻

国和海外情报全归第一次长负责，第
二次长负责反恐及防谍，第三次长负

责科学与网络安全及与商业、传染
病等有关的新安全威胁情报。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从 7月
29 日起，朴智元当上新的国情院

长，原国情院长外交安保特别助理
朴善元当上企划调整室长，原秘书

室长朴正铉当国情院第二次长，原
情报教育院长金善熙出任第三次

长，第一次长则由原第二次长转任。
要提及的是，朴善元是韩国著名的

“朝鲜通”，2007年，时任总统卢武
铉准备朝韩首脑会晤时，就是身为

秘书官的朴善元确定细节。2012

年，朴善元曾出版《培养硬实力》一
书，时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的文在

寅为该书写了推荐词，而前韩国统
一部长郑东泳称他是“诸葛亮”。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文在寅政府之所以对国情院

“下狠手”，实在是它沦为国内政争

工具，荒废对外情报工作，十足的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韩国《时事

周刊》称，从中情部到国情院都是
“超级衙门”，朴正熙到全斗焕时代，

该机构刑讯逼供、暗杀、操控舆论，

一言不合，就会展开迫害。即便进入
新世纪，在前总统李明博、朴槿惠执

政期间，国情院照样沦为政治人物
的“后花园”，浪费国家财力人力。前

总统李明博执政末期，国情院就按
照他的指示，每日搜集舆情向他直

接报告，对国内选举进行干扰。
国情院在干涉内政上殚精竭

虑，却在“情报专业”上荒腔走板。
《时事周刊》称，在海外，尽管国情院

费尽气力，可拿得到情报的地方似
乎只有东帝汶。反观美国中情局，其

驻韩代表可随时会见国会议长和部

门长官，拿到一手高层情报，可国情

院特工却只能到美国大使馆附近找
机会翻垃圾桶。一位国情院高官表

示，近几年，国情院一向自诩“精通”
的邻国情报搜集能力也“断崖式”下

滑，“内部负责邻国情报的专业人才
流失殆尽，新的主管大多从外交部

派来。在外人眼里，国情院的人至少

该像电影里那样，一提到邻国的情
况，马上会明白。可开内部研讨会

时，提到邻国重要军官名字时，甚至
还得专门把人物履历介绍一遍”。

对外情报能力退化的根本原因
是国情院“政治化”，大批“门外汉”

靠裙带关系进来，而专业人才海量
流失。前国情院长元世勋主政时，对

邻国领导人逝世这样的重大情报毫
无察觉，直到对方电视台公开报道

才晓得。前总统朴槿惠执政时，国情
院发现她对邻国“重大事件”很感兴

趣，但自己又搜集不到，竟然搞假情
报，这位女总统竟听信这些，还煞有

其事地指示相关部门拟制“应对邻
国崩溃战略”，可谓荒唐误国！艾嘉

走出“南山” 韩国情报系统“大换血”

    8月以来，本是“联盟关系”的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却龃龉不合，起
因是白警方抓捕 32名俄罗斯瓦格纳

公司人员，他们被怀疑是“私人军事
承包商”或雇佣兵，企图介入白内部

事务，俄方予以否认并呼吁放人。事
实上，“私营军事公司”或“私人军事

承包商”是西方名词，它们都是盘根

错节的跨国企业，充当政府的“白手
套”，介入许多海外冲突。而在另一

个军事大国俄罗斯，接近这一概念
的公司就是瓦格纳。

游走“灰色地带”

瓦格纳公司董事长叫叶夫盖

尼·普里戈任，此人本是滑雪狂人，

现在却是俄国内商界红人，常为克
里姆林宫招待会提供餐饮服务。得

益于这层关系，2012年，普里戈任
牵头组建瓦格纳私人保安公司，为

克里姆林宫执行非官方任务。
瓦格纳高层人员复杂，政治背

景不简单。拿普里戈任的合伙人、二

号人物德米特里·乌特金来说，他一
生都在行伍里混日子，而且都是在

精锐的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服
役，征战过车臣。可退伍时，乌特金

曾穷得身无立锥之地，不过结识普
里戈任后，他便飞黄腾达，在莫斯

科、圣彼得堡、索契置有豪宅。

2014 年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

后，乌克兰与俄罗斯反目，继而乌东
部顿巴斯各州的俄罗斯族也起来造

反，要求并入俄罗斯。在官方不出面
下，瓦格纳公司介入战事，乌特金率

“公司战队”同当地民兵并肩作战。
按照俄罗斯刑法典第 359条规

定，招募、资助雇佣兵以及雇佣兵本

人参加作战行动均属犯罪。因此，瓦
格纳雇员在境外活动，实际上是游

走“灰色地带”，正如白俄罗斯逮捕
瓦格纳雇员后，俄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称：“法律上，俄罗斯没有这
一概念（指私营军事公司），我们只

有私人保安公司。”

把尸体交给家属
但不可否认的是，2014 年至

今，瓦格纳派遣的军事人员参与从

乌克兰到叙利亚，再到利比亚的冲
突。2018年 2月，叙政府军、瓦格纳

军事顾问和美军激战在代尔祖尔，
500 名俄籍顾问有近 200 名阵亡，

前俄军上校伊格尔·斯特列尔科夫

透露：“瓦格纳的两个分队，一支被
全歼，另一支被击溃……”尽管如

此，瓦格纳“战狼”们照样勇猛异常，
在阿勒颇、巴尔米拉等地打得反对

派和极端组织不敢“与我见仗”。
俄罗斯《观点报》称，瓦格纳在

叙利亚仍有近两三千名作战人员，

他们都经过莫尔基诺训练中心考
核，应聘者的合同为期一年，月工资

不低于 1200美元，若战死，家属会
得到 7.5?美元抚恤金。瓦格纳公

司不会透露士兵战死地点或原因，
但会把尸体交给家属。路透社曾采

访一位瓦格纳阵亡者的遗孀，她说，

有一天，她还到南俄看望丈夫，他正
与战友在一个军事基地训练，但几

个月后，等来的却是丈夫冰冷的尸
体，死因是受伤大出血。 常立军

    近来，以韩国“一号耳目”———国家情
报院为背景的影片《南山的部长》火爆该国
院线，街谈巷议都与之有关。不仅如此，从
8月份起，国情院还迎来“前所未有”的改
革，总统文在寅发誓，要让这场改革“除弊
迎新”，重塑韩国情报战线“正面形象”。

难以定性的“瓦格纳”

■ 韩国国情院的办公核心区
■ 1998年，金大中总统（右）为新院训石碑揭幕

■ 刚刚当上国情院长的朴智元

■ 朴正铉 ■ 金善熙 ■ 朴善元

■ 莫尔基诺训练中心的卫星照片 ■ 瓦格纳作战人员往往是战局“颠覆者” ■ 瓦格纳人员装备水平与正规军无异

周边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