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集会上发表讲话

深
海评 印度对外战略为何发生“莫斯科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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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尹锡悦3日深夜发
布“紧急戒严令”，国会迅速表决
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尹
锡悦随后宣布接受国会要求并下
令撤军，整个过程仅6个小时。
一场备受全球关注的戒严风波草
草收场，但却开启了另一场更受
全球瞩目的斗争序幕。
如何看待这场风波？韩国局

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我们请专家
详细分析。 ——编者

韩国政坛戒严令余波持续
尹锡悦命运面临“大结局”

 首尔民众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尹锡悦下台 新华社发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 颖

 论坛

“紧急戒严”注定失败
不管尹锡悦发动戒严的实际动机和目

标是什么，但在今天的韩国，“紧急戒严”注

定是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豪赌。

一是戒严令受到消极抵制。尹锡悦制

订了高度保密的戒严计划，甚至被任命为戒

严司令部司令的朴安洙也表示，自己是从电

视上才看到发布戒严令的消息。严格保密

有助于防止计划泄露，但也导致落实时各相

关部队和平行单位之间严重缺乏协调。

特别是原本被训练用来对外作战的特

种部队，却发现自己被派去执行抓捕国会议

员的任务，于是怀疑任务的合法性。例如第

707特种任务大队接到阻止国会议员开会并

将他们强行拖离会场的命令后，从指挥官到

士兵都态度犹豫，并未积极完成任务。执行

封锁国会大门的警察也是如此，因此议员们

能够及时地进入国会开会。

二是国会议员的快速行动。与军方的

迟缓行动形成对比的是，尹锡悦一宣布戒严

令，韩国国会议长和主要政党就立即发布召

集令，要求议员迅速回到国会。

议长禹元植等190名议员通过翻墙等方

式进入国会，这个数字超过了国会300席的

半数，可以合法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全体

议员一致表决通过了要求总统解除戒严令

的法案，向尹锡悦发出了强有力的震慑信

号。尹锡悦不得不宣布接受国会的要求，并

下令军队离开国会。一场备受瞩目的闹剧

以有序的方式收场。

三是韩国民众的抗议。韩国距离上一

次实施戒严已经45年，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

都在不断提醒人们军政府时期的历史伤

痛。这次韩国民众的行动速度比军队更快，

他们来到国会前通过网络实时传播现场情

况，发出自己的呼声。

这也说明，即便本次戒严成功实施，也

只会激起民间更大规模的“倒尹运动”。

博弈指向同一目标
一场失败的戒严触发了韩国社会早已

蓄势待发的怒火，各种力量博弈实际上指向

同一目标，就是尹锡悦下台。

从目前来看，不管今后韩国国内各种政

治力量如何博弈，尹锡悦的下台只是时间和

方式问题，而且下台后的他还将面临严酷的

司法审判。

首先是在野党誓要将尹锡悦弹劾下

台。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正

面临可能被剥夺参选资格的司法风险，所以

越早把尹锡悦拉下马越有利，而戒严令激发

的沸腾民意为他提供了绝佳机会。

李在明表示，要争取在圣诞节之前或在

岁末年初之际恢复国家正常运转，而共同民

主党计划14日再次在国会表决尹锡悦弹劾

案。在野党在国会拥有192个议席，仅缺8

席即可通过弹劾案，而目前已经有3名执政

党议员表示将投赞成票，这意味着成功弹劾

尹锡悦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再次被否决，民

主党将每周提交一次弹劾案，寄希望于执政

党议员承受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而参与弹

劾尹锡悦。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也希望让尹锡悦有

序下台。随着尹锡悦表态“包括自己任期在

内的各种稳定政局的方案将全权交由执政

党来决定”，从而使国民力量党成为收拾政

治乱局的核心。

8日，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与国务总

理韩德洙会晤后宣布，今后将由国务总理与

执政党共同商议处理国政，寻找尹锡悦“有

序下台”的方案，而在此期间尹锡悦将不履

行实质性权力。

执政党的意图是通过拖延时间来观察

民意动向，核心目的是等待李在明早日被判

有罪而被剥夺参选资格。但没有在野党的

配合，作为国会中少数党的国民力量党根本

无法落实过渡方案。

而与此同时，韩国执法部门竞争性地对

尹锡悦展开调查。戒严事态结束后，韩国检

方成立了50多人组成的特别调查本部，并与

军方的检察官组成联合调查组。韩国警方

的国家调查本部组建了120人组成的调查专

班，相对独立的“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也

成立了调查本部，国会10日表决通过议案，

常设独立检察官查明紧急戒严违宪内乱行

为，呈现出各部门竞争调查，以显示自身存

在感的局面。

法院批准针对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的

逮捕令，并开始快速传唤涉嫌参与非法戒严

的国务委员和军队指挥官。执法部门也已

经禁止尹锡悦出境，并将其列为发动内乱的

头号嫌疑人。这意味着尹锡悦可能很快被

传唤调查，甚至可能被逮捕。

支持率一路下滑
为了摆脱“青瓦台魔咒”，尹锡悦上任后

将总统府搬到了龙山，但却可能自此开启了

“龙山魔咒”，尹锡悦任期中的种种行为早已

埋下了步步走向深渊的火种。

首先，他一直以检察官的逻辑对待反对

派。除了极其短暂地当过律师，尹锡悦的整

个职业生涯一直担任检察官。韩国的检察

官拥有调查和起诉他人的权利，而基本不会

被起诉和调查，因为他们掌握着决定起诉的

特权。检察官的职业习惯就是以有罪推定

对待调查对象。尹锡悦虽然当了总统，但仍

然以检察官的思维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妥

协思维对待政治对手。

尹锡悦一直将李在明视为犯罪嫌疑人，

将反对党视为反国家势力，不仅拒绝与他们

会面商讨国事，而且动用检察力量展开全方

位调查，结果导致在野党完全站在对立面，

并通过立法、预算、人事等各种手段牵制尹

锡悦政府。

其次是缺少作为总统的领导力。尹锡

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总统的

位子，缺乏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深度理解，身

边也没有相关的人脉储备，所以执政后一再

提拔检察官、极右人士担任各种要职，自己

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即兴讲话、即兴决策，

引起民众不满。

而且尹锡悦坚持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对

的，所以一条道走到底。例如，尹锡悦政府

在医学院扩招问题上就毫不妥协，导致韩国

医疗问题深陷僵局已近一年，而尹锡悦的解

决办法竟然是发布戒严令，要求离岗的所有

医务人员必须在48小时以内返岗工作。

最后是无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基

本道理。尹锡悦本来就仅凭借0.73%的微弱

优势赢得大选，理应将民意放在第一位。但

在执政过程中，尹锡悦并不把民意视为判断

政策成败的标准。例如，尹锡悦曾经放话

称，哪怕支持率降到0，也要推动改善韩日关

系，结果处处被日本利用。

尹锡悦的民众支持率一路下滑，到今年

11月，他的支持率已经跌至17%，有58%的

民众赞成尹锡悦提前下台。但他仍然无视

民意，继续否决国会通过的“金建希特检

法”，结果将自己逼到了死角。

近期，新德里与莫斯科的互动

明显热络起来。 日，印度国防部长

辛格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参加了俄

方移交“图希尔”号护卫舰的仪式。

关系持续升温
辛格称，“图希尔”号是印俄两

国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未来两国不仅要进一步

加强广泛的防务关系，还将优先考

虑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

这只是近年来印俄防务合作的

成果之一。    年春，俄方将向印

方移交第二艘护卫舰“塔玛尔”号。

印俄合作的另两艘护卫舰正在印度

果阿造船厂制造。

此外，印度从俄罗斯购买“沃罗

涅日”雷达系统的谈判进入尾声。

这项价值超过  亿美元的交易将提

升印度的防务能力。

与此同时，印度与俄罗斯的经

贸关系也持续升温。今年7月，印

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设定

了两国在    年前将俄印贸易额

提升至    亿美元的目标。印度

方面本月 日透露，俄罗斯石油公

司近期拟在印度投资   亿美元，

将在石油生产、炼化及石油相关产

品贸易方面展开合作。

印俄高层领导人的互动继续保

持着强劲的势头。继莫迪7月访问

莫斯科、  月参加喀山金砖领导人

峰会后，俄罗斯方面明确表示，普京

计划于    年年初访问印度。显

然，莫迪政府更加坚定了同俄罗斯

恢复传统战略友谊的决心。

战略曾有“摇摆”
    年 月莫迪第二任期开启

后，印度的外交路线一度较为“亲

美”。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事实

上单方面“冻结”或者减少了与俄罗

斯高层的互动，加强了与美国及西

方的互动与合作。

虽然俄罗斯仍然是印度最大的

武器供应国，但当时印度方面减少

了从俄罗斯进口的份额，转而向美

国及其盟友购买武器，拓展并升级

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印度对外战略

的“天平”似乎开始不断向美西方阵

营倾斜。

但是，新德里还是视印俄战略

伙伴关系为外交战略的“托底”。因

此，印度在联合国等机构的投票中

采取平衡立场，不惜同美国和欧洲

对立。核心原因是印度在战略上不

能彻底失去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

系能给新德里的对美外交提供巨大

的杠杆作用。如果没有俄罗斯等因

素，很难想象美国及其盟友会如此

卖力地拉拢印度。

印度的策略整体上说还是成功

的，保留了印俄关系“修复”转圜的

基础。随着俄乌战局的变化，印度

重新认识到了俄罗斯的战略韧性。

与此同时，印度最初认为通过“投

靠”美国阵营能获得印度崛起的大

好机遇，但是经过这些年，印度发现

“投靠”美国的成本和代价太高，获

得的战略利好太少。

    年 6月，莫迪开启第三任

期后，将首次出访行程定在莫斯

科。印度外交的“莫斯科转向”，引

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可能继续走近
印度方面认为，此前牺牲了传

统友好国家的善意和战略友谊，却

没能获得美国盟友的广泛支持和认

可。相反，美国、加拿大等“五眼联

盟”国家仍继续支持“卡利斯坦运

动”，在印度周边搞“颜色革命”，并

渗入印度内部来影响操控印度的国

内政治。对美国及西方的严重不

满，加速了新德里调整对外战略。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未

来新德里与莫斯科的战略友谊可能

会进一步加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

不确定性，加上美国孤立主义的倾

向，将让新德里更加重视印俄战略

关系的“托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