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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锡悦剩余三年任期将“深度跛脚”葛
国
际
观
察

主笔 赵恩霆

4月10日，四年一次的韩国国会选举
落幕。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11
日发布的结果，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及其卫星政党民主联合党获得175个议
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国
民未来党获得108个议席，前法务部长官
曹国组建的祖国革新党赢得12个议席，
另外改革革新党赢得3席，新未来党和进
步党各占1席。

共同民主党方面先前的预期目标是
赢得过半议席，结果超额完成任务。反观
尹锡悦政府方面，面对惨败，“背锅侠”第
一时间出现——— 国务总理韩德洙提出辞
职。韩德洙曾在2007年至2008年短暂担任
过总理一职，任职时间不足一年。尹锡悦
2022年5月上台后，韩德洙再度出任总理。

尽管国务总理统管各行政部门，但
作为实权总统的主要行政助手，其手中
的权力并不大，却需要承担更多政治责
任。比如，在政府应对危机事件不力或选
举失利的情况下，以辞职的方式替总统

“挡箭”。
正因如此，韩国的总理更换较为频

繁，1994年以来的30年间，韩国经历了7任
总统、23任总理。韩国总统任期5年，李明
博、朴槿惠、文在寅任内均有三任总理。
2014年4月，韩国发生“世越”号沉船事故，
造成304人遇难，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事
发后“消失7小时”备受指责，最终朴槿惠
政府的首任总理郑烘原因处理事故不力
而辞职。

国民力量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委员长
（临时领导人）韩东勋11日宣布辞职，为
败选担责。韩东勋跟尹锡悦一样是检察
官出身，曾被认为是尹锡悦的亲信。去年
12月，韩东勋辞去法务部长官一职，转而
领导国民力量党，迎战国会选举是其第
一要务。

3月28日零时选举拉票活动启动后，
韩东勋到访首尔市松坡区的可乐洞农水
产品批发市场拉票。尽管他竭尽全力，奈
何尹锡悦政府两年来执政乏善可陈，反
倒争议事件频发，比如“第一夫人”金建
希爆出“收包门”、涉嫌操纵股价案等，其

母亲和哥哥也因其他案件获刑或遭到调
查；医学生扩招计划遭到医疗界强硬抵
制，尹锡悦政府原打算借此为选战加分，
熟料却被反噬。

除了国务总理和执政党领导人，韩
国总统室除国家安保室以外的所有首席
秘书级别以上幕僚也在11日集体请辞，
包括总统秘书室室长李官燮、政策室长
成太胤、公报首席秘书李度运、政务首席
秘书韩午燮等人，旨在为尹锡悦改组总
统室铺路。此外，尹锡悦接下来还可能借
提名新总理来着手改组内阁。

尹锡悦曾在选前表态称，无论结果
如何，都是国民对政府过去两年施政的
评价。显然，这次“期中考试”他考砸了。
用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话说，选举
结果是对尹锡悦政府的“审判”。

共同民主党阵营保持国会第一大党
地位，加上祖国革新党的席位，席位数将
达到187个，占国会席位总数的比重超过
五分之三，呈现压倒性优势，在立法活动
上几乎可以不受制约。按照韩国《朝鲜日
报》的说法，此次选举后韩国国会出现史

上席位数差距最大的“朝小野大”局面。
由此，国会将形成反对尹锡悦政府的超
大在野党阵营。

其实，尹锡悦从上台开始就是“跛脚
鸭”总统。这次选举结果意味着尹锡悦成
为1987年韩国实施总统直选以来，首个5年
任期持续面对“朝小野大”局面的总统。

过去两年，尹锡悦从未就国政运行
与李在明为首的在野党阵营面谈磋商
过。接下来三年，如果尹锡悦政府一味地
延续强硬作派，不符合保守派势力的长
远利益。从选举失利后韩国总统室的表
态来看，尹锡悦政府可能会软化身段，在
一定程度上加强与在野党阵营的沟通和
合作。

此次选举中，国民力量守住了“修宪
防御线”，即至少占据100个议席，消除了
在野党阵营推进修宪和弹劾总统的担
忧。即便如此，这次惨败仍足以给韩国保
守派势力拉响警报，两年后韩国将举行
地方选举、三年后将举行总统选举，此役
之后共同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派势力已
经赢得先机。

主笔 赵世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日至14日对美
国进行正式访问，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
会晤。据日本政府介绍，两国首脑发表联
合声明，同意为了强化自卫队和驻日美
军的合作而修改指挥体制框架。

据共同社报道，日美两国政府将调
整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指挥机制。
为配合日本在2024年度末成立统一指挥
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美方也
将调整驻日美军司令部的体制，使其具
备快速反应能力，同时还将提升日美同
盟的信息收集与警戒监视能力。

此外，日美还将举行促进导弹等防卫
装备品共同开发和生产的定期磋商，设置
旨在培养战斗机飞行员、共同开发喷气式
教练机的工作组，完善让日本企业能够参
与美军舰机大规模维修的机制。

目前日本自卫队设有统合幕僚监部
（相当于联合参谋部），最高军事长官为

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谋长），直接向
首相和防卫大臣汇报，并负责指挥陆海
空自卫队。日本防卫省在2024年度防卫
预算中，正式确定设立“统合司令部”。

“统合司令部”成立后，统合幕僚长
将只承担辅助首相或防卫大臣的职责，
而指挥自卫队的职责归属“统合司令
官”。“统合司令部”的成立，将使自卫队
的联合指挥作战权归属一个专门部门和
人员，同时将情报、太空与网络部队协同
参战纳入其中。

现阶段，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
指挥体系相互独立。位于横田基地的驻
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仅限于指导日美联
合演习、协调《日美地位协定》的运用等。
而驻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
第七舰队以及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其
指挥权均归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
随着日本“对敌反击能力”的建立，迫切
需要来自美军的情报信息，因此提高自
卫队与驻日美军的协调成为紧迫课题。

根据现行体制，需要东京与夏威夷
之间进行协调，但二者存在19个小时的
时差，所以难以确保及时掌握局势并进
行指挥调配。美方考虑将组织日美联合
演习和训练、与自卫队“统合司令部”的
协调和信息共享、调配物资等权限全部
赋予驻日美军司令部。日本设立“统合司
令部”不仅可以加强自卫队的协调和指
挥，还可以促进日美军事指挥系统一体
化。

“统合司令部”将设在东京市谷，规
模在240人以上，由总务、情报、作战、后
方运用、指挥通信运用以及法务六个部
门构成，首长为“统合司令官”。与此联
动，美方拟把驻日美军司令的级别从中
将升格为上将。据悉，日美两国最快将在
5月底举行的外长和防长“全障2+2”会谈
上敲定详细内容。

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寻求所谓“国
家正常化”，美国借机将日本紧绑在美国
的战车上。岸田政府配合美国近年来在

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不遗余力
地将自卫队打造成“攻击队”。日本防卫
费连涨多年，2024财年的防卫开支又大
幅增加近13%，同时升级远程导弹打击能
力，继续建造配备“宙斯盾”反导系统的
舰艇，开发新型拦截弹，并引进美国“战
斧”巡航导弹等。

去年，日本政府赋予自卫队新的定
位，将原来的“专守防卫”转变为“拥有对
敌攻击能力”，部分代替美军扮演“矛”的
角色。岸田政府设立“统合司令部”，就是
为了因应自卫队的这一重大转变。

专家指出，拜登上台以来，美日同盟
关系不断深化拓展，防务合作从战略层
级向战术层面延伸，逐渐形成防务一体
化为轴心，同步谋求指挥体制、基地布
局、战术概念和武器系统“统一”的联合
作战指挥体系。双方此次大幅升级《日美
安保条约》，势必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
定，如《朝日新闻》的评论所言，“日本作
为和平国家的形象正在遭到质疑”。

谋求指挥体系一体化，日本甘做美国马前卒葛
透
视
东
瀛

（上接A15版）

与现任总理关系
差到拒绝会面并对骂

现年58岁的米拉诺维奇出生在克罗地
亚首都萨格勒布，1990年毕业于萨格勒布
大学法学专业。大学毕业后，米拉诺维奇在
商事法庭实习过，1993年进入克罗地亚外
交部，并于次年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驻阿塞拜疆的政治顾问。
1996年到1999年，米拉诺维奇在克罗

地亚驻欧盟和北约代表团担任外交官。从
事外交工作期间，米拉诺维奇不忘继续深
造，于1998年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欧盟法专业硕士学位。

米拉诺维奇在1999年加入克罗地亚社
会民主党，2003年出任外交部长助理。2006
年至2007年，米拉诺维奇担任过社会民主
党发言人。到了2007年，他接替因癌症去世
的前总理伊维察·拉坎，出任社会民主党领
导人，并于2008年当选议会议员。

在克罗地亚政坛，社会民主党并不处
于强势地位。自1991年克罗地亚独立以来，

中右翼政党“民主共同体”前后共执政了26
年，社会民主党只在2000年至2003年———
拉坎担任总理期间，以及米拉诺维奇担任
总理期间掌握过执政权。

米拉诺维奇2016年1月卸任总理后，无
党派人士蒂霍米尔·奥雷什科维奇出任总
理。同年6月，克罗地亚议会通过针对奥雷
什科维奇政府的不信任案，不久后“民主共
同体”领导人普连科维奇出任总理，并在
2020年7月连任。

近年来，克罗地亚政治风向“右转”，一
些极右翼政党分走了“民主共同体”的选
票，这让米拉诺维奇看到了机会。2020年1
月，米拉诺维奇击败“民主共同体”支持的
时任总统基塔罗维奇，成功当选总统。

米拉诺维奇出任总统后，经常与普连
科维奇在外交政策上针锋相对。在乌克兰
问题上，米拉诺维奇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
前就表态称，如果局势升级，克罗地亚不会
派遣军队。但普连科维奇第二天就“打脸”
米拉诺维奇，称总统的言论不符合政府观
点，并为这种“无稽之谈”向乌克兰道歉。俄
乌冲突爆发后，普连科维奇政府向乌克兰
提供军事援助，米拉诺维奇则公开反对军

援乌克兰，称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只会延长冲突。

两人多次拒绝会面，关系已经差到使
用“骗子”“纵火犯”“小流氓”等词汇对骂的
程度。《巴尔干新闻》曾评论说，两人在治理
国家方面几乎没有团结可言。

反对派政党联盟
赢得议会选举并非易事

本届克罗地亚议会任期本应到今年7
月结束，新的议会选举原定于8月或9月举
行。今年2月，在普连科维奇的提议下，高级
法官伊万·图鲁季奇被任命为新任总检察
长。然而，当地一家报刊随后披露了图鲁季
奇与一名涉贪前官员的数百条聊天记录。
在反对党的组织下，克罗地亚多地爆发抗
议活动，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迫于压
力，普连科维奇与执政联盟伙伴协商后决
定提前选举。

这成为米拉诺维奇再度竞选总理的契
机，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必须离开舒
适区。这种时候肯定会到来，并以图鲁季奇
事件的形式敲响我的大门。”

克罗地亚宪法规定，总统不得参与任
何政党的政治活动，米拉诺维奇2020年就
任总统后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此番宣布参
加议会选举并竞选总理后，米拉诺维奇得
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巴尔干新闻》评
论称，米拉诺维奇想同时吸引左翼和极右
翼的选票，打造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左翼和
极右翼组成的大联盟。

克罗地亚总理并非直选产生，而是由
议会中的多数党提名。尽管宪法法院做出
了米拉诺维奇必须先辞去总统职务才能参
加竞逐总理一职的裁决，但如果以社会民
主党为首的反对党阵营赢得议会选举，再
提名米拉诺维奇担任总理，后者仍能如愿
再任总理。不过，那将意味着克罗地亚要在
短期内接连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政
局动荡在所难免。

有分析认为，米拉诺维奇竞选总理的
决定可能会提振社会民主党的选情，但要
在议会选举中战胜“民主共同体”并非易
事。近期的民调显示，普连科维奇领导的

“民主共同体”以26 . 5%的支持率位居第一，
排在第二位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为
1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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