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朴槿槿惠惠要要走走了了，，谁谁来来照照看看韩韩国国
韩总统遭弹劾，内政外交前途都未卜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国会
９日下午以２３４票赞成、５６票反
对的结果，通过了针对总统朴槿
惠的弹劾动议案。在韩国宪政史
上，朴槿惠成为继卢武铉后第二
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

弹劾案通过后，朴槿惠在
青瓦台与内阁成员会面时表
示，将依据宪法和法律程序，

“从容”面对宪法法院关于弹劾
案的审理以及独立检察官的调
查。据韩联社报道，朴槿惠在会
面时再次就“亲信干政”事件道
歉，称自己会“郑重”接受民众
的声音，希望干政事件造成的

混乱局面能够结束。
结合朴槿惠此前有关“明

年４月卸任、６月提前举行总统选
举”的表态，她还很可能成为韩
国宪政史上第一位未能完整履
行任期的总统。这种“总统缺位”
的情况近３０年来未有，因此为韩
国内政外交带来了不小变数。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韩国
混乱的政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明
朗化，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
失望情绪仍将持续。

韩国《中央日报》８日报道，
执政党新国家党几名代表日前
在美国访问时与特朗普的身边

人士会面。不少美方人士提出
疑问：“如果弹劾案通过，要与

（韩国的）谁进行接触？”这也是
外界普遍对眼下韩国政局所存
的疑惑。

按照程序，弹劾案在国会
通过后，将提交宪法法院审理，
审理过程最长可达１８０天。在此
期间，朴槿惠将被暂停总统职
权，由国务总理黄教安代行。不
过，在野党及不少韩国民众将
黄教安视为朴槿惠身边的“亲
信”，对他并不信任。

总体来看，韩国国内还未出
现任何能够将朴槿惠取而代之

的强有力政治人物，国内政治不
确定性明显增加，韩国出现“权
力真空”的可能性相当大。

目前，新国家党和最大在
野党共同民主党在对朝、对美
等政策上有较大分歧。总体而
言，共同民主党持“亲朝远美
日”的对外政策基调，而新国家
党则与之相反。

今年以来，朴槿惠政府不
仅批准“萨德”反导系统入韩，
甚至在上月趁乱推动签署了韩
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美
同盟、韩日军事合作，甚至韩美
日三边同盟因此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巩固和加强。
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１２月所作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执政党新国家党、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和国民之党的支持率全
部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这份民调中，自称“没有支
持 的 政 党 ”的 受 访 者 达 到
５３.４％。在“明年总统选举会支
持谁”的提问中，回答“没有支
持的人选”的人最多，占２９％。

首尔大学教授朴元浩（音
译）说，这是“韩国政治旧疾一
次性爆发的结果，现在需要讨
论设计新的政治系统”。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中韩前半程
“高开高走”

2012年12月20日，笑得像
花儿一样的朴槿惠赢得大选。
这位“邻家大妈”的上位，带动
中韩关系走出了其前任李明博
时期的低谷。

朴槿惠与中国的渊源颇
深。她精通汉语，喜欢中国哲
学，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
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
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
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
史》。”

在当上韩国总统之前，朴
槿惠曾在2005年5月以当时的
大国家党党首身份首度访华，
受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接见。2006年11月，朴槿惠再次
访华。

2008年1月，朴槿惠作为
当时的韩国候任总统李明博
特使访华，再次受到时任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
2012年12月，朴槿惠当选总
统后，在2013年1月专门派遣
选举对策委员会总部长金武
星作为特使访华，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接见。

2013年6月27日，朴槿惠就
任总统后首次访华，与她一同
来华的是一支70多人的韩国史

上规模最大的经贸代表团，比
她同年5月访美时的代表团规
模还要大。此访还打破了韩国
总统上任后“先访日再访华”的
惯例，为之后中韩关系迅速升
温做了铺垫。

朴槿惠之所以一改传统，
一方面是想改变前任留下的
中韩“政冷经热”的双边关系
现状，另一方面，当时中日、
韩日关系均因领土和历史问
题而大幅降温，中韩走近水到
渠成。

一年后，2014年7月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访
问韩国。这是习近平上任后
首次单独出访一个国家，凸
显出中方对中韩关系的高度
重视，反映出中韩关系在两国
高层的直接互动下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

此后，2014年11月和2015
年9月，朴槿惠又两次访华，分
别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9·3”阅
兵式等纪念活动。尤其是去年9
月这次，在美方的压力下朴槿
惠坚持来华出席活动，延续了
中韩高水平政治交往。

在中国，不少人对朴槿惠
年轻时坎坷的个人经历耳熟
能详，她出任韩国总统自然
引发不少中国民众的关注。
鉴于中韩关系的热络，朴槿
惠本人在中国也颇受欢迎，不
少中国网友亲切地称她为“朴

麻麻”“朴姨”。
中韩保持高层政治互动

的同时，经贸关系也随之进
一步加强。2012年5月启动的
中韩自贸区谈判终于在2015
年6月修成正果——— 中韩正
式签署自贸协定，并于同年
12月正式生效。

目前，中韩贸易规模已达
3000亿美元，在自贸协定过渡
期之后，两国间超过90%的商
品将实现零关税。受此刺激，专
家预计五年内中韩贸易规模就
会突破4000亿美元。

可以说，在朴槿惠担任总
统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中韩
政治关系一扫李明博时期的阴
霾，同时经贸关系也因两国自
贸协定的生效而获得进一步提
升。那两年多的种种迹象表明，
中韩关系应该会继续沿着既定
轨道稳步前进。

一个“萨德”
坏了一锅粥

中韩日作为东北亚地区的
重要三角关系，其中任何一对
双边关系的远近亲疏，必然涉
及到第三方。

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韩
日两国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在
政府层面达成了一致意见，韩
国发起受害者援助基金，日本
则向该基金注资，两国合作展
开一些后续项目。一旦日方兑

现承诺，韩方即确认“慰安妇”
问题终结。

“慰安妇”问题一直是横亘
在 韩 日 两 国 之 间 的 一 道 鸿
沟，韩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
是民间层面，此前都对日方
十分强硬。韩日两国政府达
成的一致意见，在韩国民间引
发强烈反响，反对和不接受的
呼声此起彼伏。

实际上，从那时起，朴槿惠
作为韩国的主政者，已经开始
调整韩国外交的方向了。这种
调整，一方面体现在韩中关系
的回调，朴槿惠以为此前两国
关系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正能
量，可以保证在她任期的后半
段按照惯性继续高水平前行；
另一方面，韩国外交的基础毕
竟还是对美关系，美国这个域
外强大因素，是朴槿惠不得不
承受的压力，亦是调整对日关
系的动力。

此外，2016年1月6日朝鲜
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也促成
朴槿惠下决心调转船头一心
向美。朴槿惠以朝鲜核、导威
胁为由，终于在引进和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向美
国服软。

实际上，自朴槿惠上台
后，美国就不断向韩国喊话，
试图在韩国部署“萨德”。只是
迫于改善韩中政治关系的急
切需求，以及中国坚决反对的
严正立场，朴槿惠一直没有松

口。朝鲜年初第四次核试验
后，韩美迅速加快了“萨德”
部署的谈判和选址等工作，
并于7月初正式对外宣布了
部署计划。此举严重损害了
中国的安全利益，打破了地
区战略平衡，中方多次表达
反对立场。

此后，朴槿惠在中国人眼
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对她的负
面评价如潮水般涌现。在亲信
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后，除了
韩国民众隔三岔五大规模集会
要求朴槿惠下台，中国不少民
众也很关心“朴槿惠怎么还不
下台”。

中韩关系迅速降温，责任
完全在于韩国。可朴槿惠政府
并未吸取教训，韩国海警在上
个月还对中国渔船两次实弹
开火警告，引发中方强烈谴
责。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
内综艺节目中的韩国艺人，
以及韩国艺人在华的演出等
活动，不是被打码遮挡就是被
取消，两国关系的民间基础也
受到一定打击。

对于中韩关系而言，可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朴槿惠
曾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将双边
关系推向新的高度，随后她自
己又连出昏招葬送了此前两
国关系来之不易的高水平。如
今，深陷丑闻、被弹劾停职的
朴槿惠，也该全面反省一下内
外政策了。

从喊她“麻麻”到盼她下台

朴朴槿槿惠惠在在中中国国的的两两张张面面孔孔

9日下午，朴槿惠被弹劾
了。自2013年2月25日至今，她
在青瓦台主政了3年9个月。这
期间，中韩关系经历了过山车
式的变化。两国元首曾在一年
的时间里实现互访，朴槿惠还
曾来华出席“9·3”阅兵式等纪
念活动。但今年以来，中韩关系
迅速降温。尤其是在 7月韩美
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后，两国关系可谓跌至低谷。随
之而来的，是朴槿惠在中国形
象的变化，从被亲切地称为“朴
麻麻”，到关心她“怎么还不下
台”，反差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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