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调查人员在总统官邸大门外

深
海评 在美国“绝对安全”面前没有“盟友关系”

赵懿黑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7

日批准延长“共同调查本部”针
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
期限。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
对现任总统发布逮捕令，但逮
捕行动并未成功。韩国后续政
局将如何发展？本期论坛请专
家解读。 ——编者

尹锡悦“拒捕风波”一波三折
韩国政局动荡将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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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 日宣布阻止日

本制铁公司（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巨

头美国钢铁公司（美钢），日铁和美

钢6日对拜登政府提起诉讼，指控

拜登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非法干

涉”日铁收购美钢，侵犯企业正当权

利。不管此事将迎来何种结果，就

目前的“一波三折”来看，已然激起

美日两国政治经济圈的强烈反应。

保守政治因素“强干扰”
此次收购事件明显受到保守政

治因素的“强干扰”。日铁    年

宣布将投资    多亿美元收购美

钢，显然这次收购要约是典型的“强

帮弱”商业操作行为，如果说其中有

政治考虑的话，或许更多是为了迎

合拜登政府及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

府所强调的“投资美国”的政治经济

需求，以夯实及提升日美间紧密的

同盟关系。以此观之，日铁似乎并

没有夹带安全上的战略设计。

但是，作为与美国钢铁业直接

相关的利益集团代表，美国钢铁工

人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

收购计划。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

美国钢铁业的主要游说力量之一，

对美国政治同样产生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力与作用力。因此，美国政客

们在对钢铁相关的重大事件表态

时，不得不顾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

会的态度与意见导向。

在此背景下，负责审查日铁收

购美钢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年  月宣布，因内部就安保层

面风险未能达成共识，把是否允许

收购交由总统拜登全权定夺。而此

后拜登否决了收购计划，并冠之以

“关系国家安全”的特别理由。至

此，一件商业并购案件演变为“有可

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事件。

这一事件反映出美国政治保守

派的鲜明立场及美国政治“内向化”

的典型特征。当日铁发布收购要约

后，美国政界就发生过多次激烈的

“政治讨论”，内在逻辑是对外国资

本收购美国代表性企业的抵触与反

感，让人不禁想起  世纪  、  年

代日本资本狂扫美国时美国所产生

的失落感。

毫无疑问，拜登和特朗普虽然

主张的政策重点有所不同，但实质

性目标却存在高度相似。在面对所

谓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

“美国优先”的基本原则便成为根本

性逻辑，一切决定也必须服务于保

守政治的基本诉求。

或影响日美同盟关系
此次事件或将部分性地影响日

美同盟关系未来走向。

拜登政府任期内，日本的战略

地位得到高度重视，不仅是美国亚

太战略的重要依托，更成为美国扩

大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

领域影响力的伙伴国和“支点国

家”。但是拜登政府在处理此次收

购时，竟然以“国家安全考量”这一

针对盟友全然不成立的逻辑性口实

作为反对理由，令日本相关人士大

跌眼镜。

近些年日美两国持续推进落实

产业链重构的新原则，即“本土化”

“友岸化”和“近岸化”。其中“友岸

化”主要指将特定产业链所涉的生

产制造基地尽可能放在战略盟友、

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及地区，以

便对产业链进行风险管控。在作为

盟友的日美之间开展诸如企业并购

等产业链合作，至少在美国政治上

是可行的。但拜登的这次决定显然

打破了传统思维范式，也低估了政

治对经济的反噬效应。

这自然而然会引发日本在战略

层面重新思考，究竟日本是否真是

美国信任的盟友？支撑日美同盟关

系基础的相互信赖关系是否真的存

在？日本首相石破茂6日表示，拜

登以存在安全风险为由阻止日铁收

购美钢，令日本产业界对投资美国

产生忧虑，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

作出解释。

事实上，日本与美国之间尽管

构建起了所谓“同盟关系”，但这一

同盟架构显然是非对称、非对等

的。随着美国保守政治逐步趋于

“内向化”发展，“绝对安全”或许将

成为美国政治的第一诉求。与之对

应，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对安全”

或许将面临更大挑战，世界发展的

不确定性也将随之扩大。

逮捕令执行受阻
对尹锡悦的逮捕并不顺利。公调处调查

人员3日前往总统官邸试图执行逮捕令，与总

统警卫处对峙约5个半小时，以失败告终。警

卫处强调，基于韩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

第111条，未得到负责人批准不可对公务场所

和涉密场所进行扣押搜查。警卫处的立场

是，尹锡悦虽已被停职但依然是总统，居住在

总统官邸内，警卫处有履行保护的职责。

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利用法律漏洞，不

断对警方施压。尹锡悦的律师团表示：“公调

处没有对警察的调查指挥权”，“逮捕、搜查令

必须由公调处检察官和调查官亲自执行”。

尹锡悦表示，对3日试图执行逮捕令的150多

名调查人员，将以妨碍特殊公务执行、伤害、

非法侵入特殊建筑物、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

设施保护法》等罪名向检方举报。

在公调处执行逮捕行动当天，总统官邸

前还聚集了超过1万名尹锡悦的支持者。他

们高喊“弹劾无效”“保护尹锡悦”等，称发放

逮捕令和公调处执行逮捕令是非法的。他们

还高喊“解散民主党”“拘留李在明”，认为尹

锡悦发布戒严令是正当的，问题的根本在于

李在明为首的共同民主党裹挟国会。

韩国民调显示，如果尹锡悦拒不出席公

调处传唤，认为应该立即逮捕的占76.5%；进

步理念受访者中的94.9%和保守理念受访者

中的45.5%认为应该逮捕。可以推测，尹锡悦

的支持者是持有极端保守理念的人。

这些支持者还举着写有“StoptheSteal”

的标语，意思是“不要再偷走选票”，提出对国

会选举正当性的质疑。为了强调宣布紧急戒

严的正当性，尹锡悦开始主张执政党惨败的

国会选举的正当性值得质疑。他表示，包括

选举管理委员会在内的宪法机关和政府机关

网络系统曾遭到黑客攻击，“黑客攻击后，国

家情报院职员完全可以伪造数据，没有防火

墙，密码也很简单，就像‘12345’一样”，暗示

去年4月国会选举存在舞弊。

逮捕令发布后，尹锡悦在不断进行法律

战和舆论战。一方面，他利用法律漏洞，最大

程度制约公调处和警方的行为。他向法院提

交“公调处没有内乱罪调查权，不能接受非法

调查”的意见书，并不断强调逮捕令是非法

的。另一方面，他煽动支持者，强调戒严的正

当性，将责任归咎于在野党。

关注两方面结果
接下去韩国政局的发展需要关注两方面

的结果。

首先是宪法法院对总统弹劾案的审理结

果。按规定，总统弹劾案需要在9名法官中至

少7人出席、6人赞成的情况下才能通过。此

前韩国宪法法院只有6名法官在职，目前代总

统崔相穆又任命了2名法官，平息了6人审理

体制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争议。宪法法院表

示，考虑到案件的性质将迅速进行审理，将于

14日进行第一次正式辩论。

代总统崔相穆任命的2名宪法法官分别

由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提

名，使8名法官的进步对中立/保守的格局变

成了3比5。但是保守立场并不意味着一定

会反对弹劾。前总统朴槿惠弹劾案审判中，

法官们的政治倾向是进步2人对保守6人，最

终也一致作出了同意弹劾的决定。

另一需要关注的是针对尹锡悦宣布戒严

是否触犯韩国法律的司法审判结果。宣布戒

严是否犯了内乱罪或其他滥用职权罪，需要

等待公检处和检察院的调查以及法院的最终

判定。司法审判的进程将受到宪法法院对弹

劾案审理进程的影响，如果宪法法院通过了

弹劾案，尹锡悦失去了总统身份，那么对他的

司法审判也会加速。

或影响外交关系
虽然目前韩国政治局势动荡，但相对成

熟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仍能够保持政府基本运

作，执政党和内阁也在持续稳定对外关系。

国民力量党代理党首权性东向日本驻韩国大

使水岛光一强调，将为不让韩日关系和韩美

日合作关系发生动摇而继续努力。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6日到访韩国，与外交部长官赵兑烈

会面。韩国也借此机会表明，即使处于政治

动荡，也不会影响韩美战略合作关系。

不过，韩国政局动荡还是会对韩国外交

关系产生一定影响。至少到2025年上半年，

韩国将处于政权空白期，而这正是美国当选

总统特朗普刚刚上台执政、韩国需要加强对

美外交的时期。

政权交替的可能性还会影响对外政策的

连贯性。如果政权发生交替，韩国对日、对

朝、对华政策都可能有所调整。如果尹锡悦

被弹劾下台，韩国举行新一轮大选，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当选的可

能性非常高。对日本，作为进步派的共同民

主党强调首先要解决日韩历史问题才能与日

本进行战略合作。对朝鲜，与强调发展强大

的军事力量的保守派不同，进步派认为需要

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对中国，共同民主

党比保守派更强调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政局动荡对韩国社会同样也会产生一定

影响。围绕相关法律和程序的争议正在不断

展开，如颁布戒严令涉嫌触犯“内乱罪”的总

统是否具有总统豁免权、公调处是否有调查

内乱罪的权力等。一些政治精英在事件中谋

求私利的表现也招致民众不满，如国会对尹

锡悦发起第一次弹劾时，国民力量党前党首

韩东勋为自身政治权力和政党利益，号召党

员集体反对弹劾；前任代总统兼总理韩德洙

为政党利益，推迟任命宪法法院法官等。而

韩德洙因为不任命宪法法官被在野党弹劾、

法院发布逮捕令却实际无法执行，这些事件

可能进一步降低韩国民众对政治机构及制度

的信任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