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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候选人各有麻烦 未来面临诸多不确定

大选倒计时 韩政坛乱象释放哪些信号

新华社上午

电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ICRC）2日警
告，以色列对加沙
地带实施长达两个
月的人道主义物资
禁运后，加沙的人
道主义援助工作
“濒临全面崩溃”。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说，若不立即
恢复物资运输，该
组织将无法获得持
续运作加沙援助项
目必需的食物、药
品和其他拯救生命
的物资。“像ICRC
公共厨房这样往往
是（加沙）民众每日餐食唯一供应来
源的项目，仅能持续运营几周。”

ICRC说，加沙战地医院正面临
食物和医疗物资双重紧张，一些必
要药品和医疗耗材已经用尽。另
外，由于供水管道关闭和污水处理
管道受损严重，水源性传染病暴发
的风险极高。
以色列3月对加沙地带恢复密

集军事打击，同时切断物资进入加
沙的渠道，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
持续加重，引起国际社会深切忧虑。

ICRC强调，以色列有义务动用
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控制区内平民
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设立重建投资基金 双方利益深度绑定

美乌各取所需 矿产协议只存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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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和央视新闻报道，5
月1日辞去韩国代总统和国务总理
职务的韩德洙2日宣布竞选新一届
总统，韩国大法院1日将共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
选举法》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
从去年12月14日到今年5月2

日，韩国140天来历经3位代总统。
目前，距离总统选举投票日6月3日
还有一个月，韩国政局正处于诸多
不确定性之中。

面临挑战
韩国四家民调机构1日联合发

布的总统选举热门人选支持率调查
结果显示，李在明以42%的支持率
居首，韩德洙为13%，国民力量党内
初选竞选人韩东勋和金文洙分别为
9%和6%。
但无论李在明，还是韩德洙，想

要胜选均面临一定的挑战。
去年11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李在明在2021
年竞选总统期间曾作出虚假陈述，
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其一年有
期徒刑，缓刑两年。韩国首尔高等
法院3月26日改判李在明无罪。此
番三审又推翻了二审结果。
《公职选举法》规定，参选者因

选举相关犯罪被判处100万韩元以
上罚款时，将剥夺被选举权5年；若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剥夺
期限将延长至1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丹志认
为，但相较于直接判决有罪，发回重
审对李在明更有利。“重审需要一定
的时间，法院可能无法在6月3日前
完成宣判，不影响李在明参加大
选。按照现在的支持率，李在明胜

选的概率很高。一旦他当选总统，
就会有相应的赦免。”
韩德洙或将以无党派人士的身

份登记预备候选人，可能会与国民
力量党、改革新党等党派的候选人，
协商共同组建一个“联合阵营”参加
竞选。由于时间紧迫，各政党意见
难以统一，韩德洙竞选资金有限且

支持率低迷，想要突围难度不小。

矛盾激化
在杨丹志看来，韩国当前政坛

乱象是韩国执政党阵营和在野党阵
营长期以来矛盾激化的结果。从前
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这一激烈举
动，到后来两党阵营的几次较量可

见，双方关系势同水火，达成妥协的
空间非常狭小。“从目前来看，在野
党阵营正尽可能扩大优势，而执政
党阵营处于相对不利的守势。”
杨丹志指出，韩国政坛的动荡

也是该国社会严重撕裂的体现，对
韩国国政运转、经济形势、国家凝聚
力以及国际形象等均极为不利。不
过，尹锡悦弹劾案通过后，纷争撕裂
的状态有所改善。

“清算政治”
尹锡悦被弹劾并追加起诉，文

在寅以受贿嫌疑的罪名被起诉，李
在明面临司法挑战……韩国多位前
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官司缠身。
杨丹志表示，“清算政治”已成

为韩国政坛的常态。在韩国现有的
政治体制中，总统的权力非常大。
总统候选人即使身上有案底，如果
他能够胜选的话，官司的影响实际
上不会很大。本报记者 王佳烨

从2月启动谈判至今，一波三
折的美乌矿产协议，终于签了。乌
克兰与美国5月1日对双方前一天
签署协议设立美国—乌克兰重建
投资基金表示欢迎，称其为“里程
碑”。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协
议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

“城下之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日说，

乌美矿产协议文本在谈判期间“发
生重大变化”，最终版本没有乌方
偿还债务条款。“现在这是一份真
正平等的协议，为在乌克兰大规模
投资创造机会。”
乌克兰官员认为，这一协议是

“政治突破”，将有助于巩固美国对
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日说，

美乌签署矿产协议加强了美方与
俄罗斯就俄乌和平协议谈判的底
气。这一协议将向“俄罗斯表明，
乌克兰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以及
我们的目标之间没有分歧”。
“我们领土、领海内的所有资

源都属于乌克兰。”赴美签署协议

的乌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
里坚科表示，“开采什么资源、在哪
里开采，由乌克兰政府决定。地下
资源仍归乌克兰所有。这一点在
协议中已明确规定。”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

心学者郑润宇认为，对乌克兰方面
来说，虽然经过努力争取，但这份
协议依旧是以美国为主导、美方利
益基本得到满足的“城下之盟”。
虽然矿产协议使得美乌利益

深度绑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
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但郑润
宇表示，协议本身对美国并无多少
约束性；双方的妥协也更多是技术
层面的，执行层面可能会有诸多变
数。“对乌方的保证，目前仅仅停留
在与美国利益的深度绑定上。”

反复“拉扯”
德国基尔研究所数据显示，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20亿
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新一届政
府主张，作为乌方对美国援助的回
报，美国应获取乌克兰关键矿产资

源的开采权，为此一再向乌克兰方
面施压。2月下旬美国在谈判中
以“星链”断供威胁乌方；2月28
日，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公开争吵，
泽连斯基被美方指责“不知感恩”，
原计划当天签署的协议也因此黄
了；3月，美方在给出的新版协议
草案中“狮子大开口”……

4月30日签署协议的前一刻，
双方还在“拉扯”。按照知情者的
说法，斯维里坚科此番赴美，美方
要求签署的协议不是一份，而是三
份。除了一份主要的经济协议外，
还有两份技术附加协议。面对乌
方依旧寻求修改部分条款的企图，
美方的态度强硬：“要么准备好签
署所有协议，要么回乌克兰”。
郑润宇表示，特朗普政府试图

通过双边谈判推动俄乌停火。美
乌矿产协议的签署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乌克兰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诉
求，或许有助于俄乌和谈进程的推
进。但它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实现和平。但对于急于在俄
乌问题上脱身的特朗普政府来说，

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对选民交
代的政治承诺、一个勉强拿得出手
的成绩。

难有实效
分析人士认为，美乌矿产协议

实际效果有待观察。在采矿业成
熟的国家开发关键战略性矿产或
需耗费10年到20年，而目前缺乏
充分数据证明开发乌克兰多数矿
产资源具有经济可行性，加之电
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因俄乌冲突受
损且安全前景不明，投资者或持谨
慎态度。此外，部分潜在利润丰厚
的矿产目前处于俄罗斯控制地区，
加上美乌矿产协议不包括任何安
全保障，实际开采困难。
分析人士认为，美乌矿产协议

多为象征意义，双方“各取所需”。
美国新一届政府需要看到支持乌
方的实质性回报，乌方则需证明与
美国政府的关系不仅有效运转，而
且持续深化。表面看来，这项协议
内容广泛，但难以产生多少实际影
响，更像一片“应急创可贴”。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