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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新华社巴黎12

月4日电 法国国民

议会4日晚投票表

决通过对政府的不

信任动议，依照法国

宪法，法国总理巴尼

耶将代表政府向总

统递交辞呈。这是

1962年以来法国政

府首次被议会推翻。

当天国民议会

就两项对政府不信

任动议进行审议。

由左翼阵营185名

议员提交的不信任

动议在表决中得到

331票支持，超过通

过不信任动议所需的288票。另一

项不信任动议由极右翼阵营140名

议员提交，不再进行投票表决。

巴尼耶2日动用法国宪法相关

机制，不经国民议会投票而强行通

过明年社保预算案，国民议会中的

左翼和极右翼议员随后发起弹劾。

巴尼耶9月5日被法国总统马

克龙任命为总理，上任仅3个月。

按照惯例，巴尼耶内阁辞职后，在新

总理任命之前将继续负责日常政务

和应急管理。

反对派批评马克龙导致当前的

政治困境并要求他辞职，马克龙3

日出访沙特期间表示不会辞职。法

国媒体引用马克龙身边人士的话

说，马克龙计划尽快任命新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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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戒严风波之后 国会大战一触即发

在野党：弹劾 执政党：反对
令韩国总统尹锡悦担心的一幕，

因戒严风波提早到来。据新华社报
道，韩国6个在野党4日下午以尹锡
悦违宪为由发起弹劾动议案，并在5
日凌晨向国会全体会议作报告。不
过，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反对弹劾，当
天未出席会议。根据韩国《国会法》，
弹劾动议案最早可在6日凌晨投票
表决。此外，韩国警方5日就尹锡悦
涉嫌“内乱罪”开始调查。
严重的政治对立现状背后，有韩

国舆论认为，戒严风波或将成为韩国
政局走向的分水岭。

■韩国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尹锡悦下台 图GJ

“冒险”失败处境不利
韩国朝野的“弹劾大战”可谓

一触即发。

弹劾案要在国会通过，须在

300个议席中获得至少三分之二支

持，即200张赞成票。中国社会科
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
问题专家杨丹志分析，目前在野党
占有192席，意味着在野党议员全

部投票赞成的情况下，执政党仅需

有8票赞成，弹劾案就可通过。而

一旦通过，弹劾案将提交给宪法法

院审理，过程最长可达6个月。在

此期间，总统将被暂停职权。

目前国民力量党仍坚持党派

利益至上，不支持弹劾尹锡悦。党

内在对尹锡悦问责问题上基本没

有分歧，但在是否要尹锡悦退党问

题上有意见分歧。因此对在野党

来说，这关键的8票并不容易拿

到。不过杨丹志认为，即使达不到

三分之二票数，经历此番较量，在

野党阵营士气将进一步高涨。

在杨丹志看来，尹锡悦此番

“冒险”没有成功，反而把自己陷于

非常不利的处境。尹锡悦5日批准

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的辞呈，提名驻

沙特大使崔秉赫为新任国防部长

官。消息人士称，实施紧急戒严令

的建议系由金龙显向尹锡悦提

出。此外，总统府首席秘书以上的

高层幕僚团队4日集体提出辞职，

国务委员也集体向国务总理韩德

洙表明辞意。

但这些举动能否平息民众愤

怒，值得怀疑。“戒严这一幕所唤醒

的历史记忆，是很多韩国人不愿意

看到的。”杨丹志指出，此次戒严令

从颁布到被迫取消，表明在韩国实

现民主化转型后，类似举措已经失

去民意基础。

多个市民团体4日晚在首尔光

化门举行烛光集会要求尹锡悦下

台，主办方表示现场参加集会的有

上万人。这是韩国民众时隔8年再

次聚集在光化门广场举行要求总

统辞职的烛光集会。

最后任期“步步惊心”
韩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

杨丹志认为，在国会“朝小野

大”的格局之下，尹锡悦已经是“跛

脚鸭”总统，“最新一幕说明双方矛

盾已经激化，势同水火”。尹锡悦

及其追随者将面临被持续清算的

不利局面，最后任期难免“步步惊

心”，受到更多掣肘。这将进一步

对下届韩国大选人事布局和资源

分配产生深远影响，尹锡悦阵营内

部会产生分化，而在野党会穷追猛

打，以期尽可能为未来的政权更迭

作好准备。

此外，韩国军方在此次事件中

可能扮演的角色也值得关注。回

顾历史，军方一度是影响韩国政治

的决定性力量。“经过此次风波，韩

国政坛有关力量和广大民众对保

守势力在极端情势下采取冒险之

举的警惕性会进一步加强，会采取

更有力的措施削弱分化尹锡悦阵

营，防范未来风险。”

另一方面，杨丹志认为，尹锡

悦仍然会尽最大努力挽救自己的

政治生命，对在野党作出反击。在

目前局势下，难度肯定比过去更

大，以尹锡悦的行事风格，采取类

似激烈冒险举措的可能性仍不能

排除。“在在野党穷追猛打、己方阵

营出现分化、军方态度不明的情况

下，尹锡悦如再次冒险难度更大，

面临弹劾甚至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也在上升。”

韩国舆论认为，无论弹劾案是

否通过，韩国政坛都将面临更多混

乱和纷争。如何避免局势进一步

恶化，是各方政治势力需要共同思

考的问题。 本报记者 吴宇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