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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6 年 10 月，韩国朴槿惠政府爆发“亲信干政”丑闻，引发政局持续动荡，并导致国会通过

朴槿惠弹劾案。韩国政局动荡呈现出民众参政热情高涨、新媒体和互联网大行其道、政治诉求多元化、集会

“非暴力”等特点。“亲信干政”只是政局动荡的导火索，朴槿惠政府的政策失误与韩国长期积累下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弊端才是推动事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动荡后的韩国正面临着高涨的改革民意，新一轮政治、经济

和社会改革步履维艰，政党版图剧烈变化，政治和社会极化等考验，其政局走向将影响半岛和地区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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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2016 年 10 月，韩国朴槿惠政府爆发了“亲信干

政”丑闻，引起轩然大波，对韩国政局的影响力远超

外界想象。韩国连续数周爆发大规模烛光集会，在

民众的高压下，韩国国会于 12 月 9 日以 234 票赞

成、56 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

案。此番韩国政局动荡存在哪些特点? 一桩貌似并

不罕见的丑闻为何掀起韩国政界飓风? 有哪些深层

次矛盾推动了韩国政局的剧变? 未来韩国的政局走

向如何?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一

朴槿惠的“亲信干政”并非近期才发生的新闻，

韩国政界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关于宗教活动家崔

太敏及其女儿崔顺实与朴槿惠关系非比寻常的传

闻。早在 2007 年，朴槿惠和李明博争夺大国家党总

统候选人时，“亲李派”就爆料她受到崔顺实控制，

但人们以为这是政治抹黑行为。2014 年 11 月 28
日，韩国《世界日报》曝光了崔顺实的前夫郑润会秘

密干政，朴槿惠“亲信干政”的问题开始为外界关

注，但事情未被深究。2015 年 10 月和 2016 年 1 月，

韩国九大财阀分别捐款 486 亿韩元和 288 亿韩元

( 共约人民币 4．8 亿元) 设立了“MIＲ 财团”和“K 体

育财团”。2016 年下半年，媒体陆续爆出崔顺实和

总统府的秘书安从范等人介入两家财团募资的传

闻。同时，崔顺实女儿“走后门”考取梨花女子大学

的丑闻也被曝光，引起该校师生抗议，大批警察参与

镇压，崔顺实的政治圈引起关注。10 月 24 日，韩国

“JTBC”电视台曝光了崔顺实电脑中存有总统演讲

文草稿这一“重磅炸弹”，坐实了崔顺实与朴槿惠之

间非同寻常的关系。韩国检察院设立“特别调查

部”，开始调查该事件。朴槿惠连续 3 次发表对国

民谈话表示道歉，试图挽回局面，但拒绝主动下台。
民众开始每周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对政府进行施

压，政局风向大转，并最终促成朴槿惠弹劾案的通

过。此次韩国政局动荡中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值得

关注。
第一，民意沸腾促成政局剧变。近年来，韩国民

众参政热情不高，多数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局外

人”的感觉愈发强烈。2015 年韩国一项统计显示，

66．3%的民众不关心政治，59．6%的民众认为普通人

无法对政治产生影响，仅有 12%的人认为能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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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① 由于未预料到民众反应，在丑闻爆发

之初，韩国各党派争执不断。执政的新国家党与在

野党之间，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与第二大在

野党“国民之党”之间，新国家党内的“亲朴派”和

“非朴派”之间，在更换总理人选、成立举国中立内

阁、修改总统制的宪法规定、朴槿惠提前下台和进行

大选等问题上争执不下，无法实质性推动事态解决。
朴槿惠总统对民意也估计不足，几次对国民谈话都

蜻蜓点水，否认自己有大的过错，反而认为能够扳回

政局。甚至在烛光示威之初，还有保守议员宣称

“烛光会被风吹灭的”。② 但民众的积极参与最终改

变了政局走向，成为推动韩国政坛剧变的主要动力。
自 10 月 29 日开始，韩国连续数周爆发烛光集会，参

与人数增速惊人。③ 朴槿惠弹劾案通过后，烛光集

会仍未间断。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进行 10
次集会，共有 1000 多万人次参与。韩国人的政治参

与热情以此为契机高涨。2008 年“牛肉风波”集会

的参加者以青年为主，而本轮集会的参加者年龄段

更为平均，高年龄层的占比显著增加。④ 民众对自

身的力量也更为自信。集会现场的调查显示，75%
的人认为民众集会对朴槿惠的去留和政局走向产生

影响。⑤ 随着朴槿惠的支持率暴跌至 4%的历史最

低点，韩国任何一个政党、议员和政治人物都再也无

法静观其变，而只能被民意裹挟前行。在野党摆脱

了争执不断、犹豫不决的状态，拒绝了新国家党提出

的朴槿惠 4 月提前下台的折中之策，坚定了弹劾朴

槿惠、通过法律手段处理朴槿惠违法行为的决心。
民意对朴槿惠的极度不满也加剧了新国家党的分

裂，促使该党“非朴派”议员在弹劾案中倒戈一击，

高票通过了弹劾案。韩国媒体惊呼，民众的力量改

变了韩国政治的“语法”⑥。
第二，新媒体和互联网加速了事件的发酵和扩

大。无可否认，传统媒体在关注、爆料朴槿惠丑闻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日报》最早爆出总统府

秘书禹柄于涉嫌腐败，《韩民族》和“TV 朝鲜”报道

崔顺实和总统府安从范等人介入“MIＲ 财团”和“K
体育财团”，“JTBC”电视台获得了崔顺实电脑，发现

了崔顺实与朴槿惠关系亲密的关键证据。但新媒体

和互联网发挥的作用更为抢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促进了丑闻的快速传播，在烛光示威的组

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是世界上互联网和新媒

体最为普及的国家之一，“脸书”用户多达 1700 万

人。当总统丑闻曝光后，韩国的互联网上铺天盖地

充斥着相关的报道、图像、分析和分享，网民们还顺

藤摸瓜、不断挖掘出丑闻的新线索。与此前的烛光

示威不同，本轮韩国烛光集会并没有强有力的组织

者，但却实现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井然有序、口号

一致，这要归因于“脸书”等社交媒体在揭露丑闻、
组织集会、引导统一行动发挥的枢纽作用。⑦ 二是

改变了韩国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某种程度上说，

精英阶层通过复杂、专业化、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制度

设计，使一般民众无法轻易介入政治运行的黑屋子，

从而确保精英统治的有效性和延续性。于是，当现

存政治体制无法解决民众的关切时，通过“体制外”
动力推动体制变革成为全球性的浪潮。与此类似，

每当韩国民众对于现实政治有不满、要求改变的时

候，常常会遇到政治精英们巧妙使用设计复杂的

“制度”这堵墙来抵挡。本轮烛光示威为突破这一

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视角和思维方式。新媒

体的支持者指出，“议员们四年里无所事事只是等

待竞选，竞选结束后却没有‘售后服务’”，必须用信

息技术革新落伍的代议制民主。⑧ 新媒体为韩国民

众提供了进行全民讨论政治议题的“公共空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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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分析———11 月 26 日光华门集会”，http: / /www．naeil． com /new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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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其中获得了更为实际的发言权和参政权，克服

了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关于朴槿惠丑

闻的知识、信息和分析因之而不断深入，传统上“水

泼不进”、封闭、专业的政治圈日益暴露在阳光下，

政治运行越来越难以私密化。在此次动荡中“暴得

大名”的城南市长李在明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政治

的“范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民众依靠新媒体和网

络发挥集体智慧，逐步摆脱了从属于政治的处境，成

为与政治圈对等的存在。①

第三，政治诉求多元化。韩国近年的民众集会

多针对美军装甲车压死女学生、派兵伊拉克、进口牛

肉、自贸协定( FTA) 等具体问题。但本轮集会民众

并非只是要求朴槿惠下台，而是提出更为广泛和深

刻的要求，不仅要求调查和修正朴槿惠任内的“世

越号”事故、国立教科书、韩日慰安妇协议、开城工

业园、“萨德”部署等争议问题，更是提出了进行根

本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解决韩国几十年积累下

来的顽疾，铲除产生腐败根源的诉求。在民众高涨

的改革呼声下，左右两派的政治精英也纷纷提出了

各自的改革主张。保守阵营的方案主要集中于政体

改革，但无意进行深层制度性变革。如实行美国式

的总统制，实现三权分立，由目前的五年单任期制改

为四年可连任制。也有主张废除总统制、实行议会

内阁制。② 进步阵营的主张则更进一步。他们指

出，韩国政局动荡的根源不在朴槿惠和崔顺实个人，

而在于产生这两个人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韩国下

一步的方向不仅仅是总统更替，而是进行政治、经

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层变革。③ 政治上，克服代议

制民主异化导致的民众与政治隔阂，④增加民众的

实质民主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经济上，反对导

致贫富分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打破传统的财阀主

导结构，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和劳工权利，增进民众福

利。还有激进的观点主张实行“直接民主主义”，由

民众利用网络从普通市民中选出 1000 多名“议员”
组成“市民议会”，积极介入现实政治。⑤

第四，群众集会呈现非暴力、有秩序和可控的状

态。本轮 大 规 模 群 众 集 会 不 同 于“4· 19”运 动

( 1960 年推翻李承晚政权)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主

化运动和 2008 年牛肉风波等，未出现冲突流血和市

民自杀等过激事件。民众定期在周末集会，表现克

制理性，遵守法律，聚散有序，未影响到社会正常运

行。警察与民众之间没有发生冲突，双方甚至共同

喊出“非暴力”的口号。⑥ 议会内部也表现比较克

制，并未出现此前议员在弹劾案中打架的场景。民

众诉求目前为止得到了政治精英的呼应，各方都表

示服从法律和宪法，强调按规则办事，表明韩国公民

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育逐步成熟。

二

韩国政局动荡并非单单是一次总统丑闻引发的

政局突变、权力易位，其中既有朴槿惠政府的政策失

误原因，又有韩国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作祟，并与国

际大环境相互映衬。因此，对韩国当前局势剧变的

深层动力分析尤为重要，成为我们了解当代政治风

向变迁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从现实层面来看，朴槿惠任内的一系列政策失

误导致民心背离。内政方面，朴槿惠任期内屡屡出

错。一是用人不察。由于生长在总统之家，朴槿惠

自幼与外界接触较少，父亲朴正熙遇刺后，她更是长

期与外界隔绝，缺乏在基层打拼、行政的经验，因此

在用人方面经验不足，且不善沟通。⑦ 从“亲信干政

门”爆出的内容来看，朴槿惠只听信崔顺实等少数

几个亲信的意见，而与阁僚、秘书、党内外议员的沟

通严重不足，这也成为“亲信干政门”爆发的重要原

因。二是任内危机事件频发，应对失措。2014 年 4
月，“世越号”沉船事件发生后的七个小时内，朴槿

惠竟然行踪不明，政府机构指挥迟缓、混乱、失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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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35 期，第 12～19 页。

安相秀:“保守新党支持议会内阁制”，［韩］《周刊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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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和手机代替了面具和钢管———变化的集会文化”，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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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m．( 上网时间，2016 年 12 月 30 日)

参见裴真荣:“历代总统秘书室长评论朴槿惠败因”，［韩］
《月刊朝鲜》，2016 年第 12 期，第 140～147 页。



频，导致救援不利，酿成 304 人死亡的特大事故，这

成为朴槿惠弹劾案的指控内容之一。① 2015 年，韩

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 MEＲS) 疫情之初，各政

府机关互相推诿、隐瞒信息、处理不畅，直到疫情扩

大后才慌乱，导致疫情迟迟无法减退。为此，朴槿惠

的支持率曾数次暴跌至 30%以下。三是政党关系

处理不佳。朴槿惠疏于与在野党沟通，并利用公权

力打压在野势力，导致朝野对立激烈，极大影响了国

政运行。例如，朴槿惠政府以“图谋煽动政变”为由

强制解散了左翼的统合进步党，引发争议很大。朴

槿惠在关闭开城工业园、历史教科书国有化( 被外

界攻击其借机为朴正熙的亲日和独裁洗白) 、部署

“萨德”、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重大决策

上，并未与在野党进行充分沟通，就单方面强行推

进。在执政党———新国家党的内部事务上，朴槿惠

因政见不同，施压罢免了新国家党刘乘旼议员的国

会代表( 党鞭) 职务，打压前党首金武星等人，并在

2016 年 4 月议会选举的公荐中因打压异己而导致

大败，引起党内“亲朴派”与“非朴派”的公开分裂，

导致朴槿惠在弹劾案中遭遇执政党议员大幅倒戈。
外交方面，朴槿惠政策缺乏平衡感，加剧了韩国

周边环境恶化。朴槿惠外交安保团队失衡，被称作

外交安保“司令塔”的国家安保室两任室长金章洙

和金宽镇都是以强硬保守而著名的军人出身，且都

曾任防长，发挥中心作用，导致军方影响力越来越

大，而外交部和统一部的作用逐渐弱化，对外政策屡

屡因过度强硬而被外界诟病。对朝外交本是朴槿惠

赢取国内支持的“王牌”，特别是她在任内对朝鲜进

行的三次核试验的应对，因沉着果敢而换来国民的

高支持率。但她提出的“韩半岛信赖进程”、“统一

大发论”、“德累斯顿宣言”等诸多对朝政策设想毫

无进展，被批评为善于绘制蓝图，缺乏实践。朴槿惠

追随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推动国际

社会加大对朝制裁和孤立，导致南北之间的政治、经
济、人文交流陷于全面停滞，半岛发生擦枪走火乃至

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上升。因此，她的对朝政

策逐渐受到专家和民众的质疑。在对华政策上，朴

槿惠不顾中国和国内反对之声，在未与内部阁僚充

分协商的情况下②，强推“萨德”，使其前期苦心经营

的中韩关系面临功亏一篑的局面，也使半岛卷入了

中美大国对峙的险局。在对日外交上，朴槿惠前期

在慰安妇、历史问题上坚持原则，对日外交是其加分

项，但后期不顾国内反对，强行与日本政府达成慰安

妇问题解决协议和签署日韩情报保护协定，大大触

怒了民众，反而让日本掌握了外交主动权。经济方

面，朴槿惠继续维持财阀主导的经济体制，无力推动

经济结构调整。朴槿惠上台之初曾誓言推行“经济

民主化”，抑制财阀和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但她与三

星、现代、LG 等大财阀总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
的复杂关系被曝光，反映了朴槿惠对财阀的高度依

赖。财阀经济抑制了韩国中小企业发展和创新，导

致韩国经济迟迟不能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率持续下

滑。朴槿惠提出的创意经济、“474”经济发展目标

( 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 4%、就业率 70%、国民收入 4
万美元) 也成为泡影。2015 年韩国 GDP 增速降至

2．6%，创三年最低。③ 2016 年，韩国青年失业率高

达 10．3%，创下 17 年来新高。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韩国政局的动荡

固然与朴槿惠执政失误和个人问题等有密切关系，

但韩国社会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顽疾才是

推动事态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一，普通民众、进步势力与保守政治精英积怨

已久。二战结束后，美军扶植成立的韩国政府未对

日本殖民地时期的亲日势力进行清算，反而不顾民

众的反对继续加以重用，使之与亲美势力共同成为

新政权的支柱，逐步演化为韩国的保守派。保守势

力依靠美国支持，一直在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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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媒体拍摄了“世越号”事件纪录片《潜水钟》，却遭到韩
国政府的打压和舆论管制。详见: http: / /www．acfun．tv /v /ac1879774．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5 日)

韩公布部署“萨德”当日，外长尹炳世竟毫不知情，防长在
前一天的国会听证会上还声称韩国未考虑部署“萨德”。崔顺实事
件爆出后，崔顺实本人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丑闻爆出，外界
质疑“萨德”仅是朴槿惠与崔顺实等私人亲信商议的决定。参见金
正现:“崔顺实与洛克希德·马丁有关联吗”，［韩］《月刊朝鲜》，
2016 年第 12 期，第 166～169 页。

“韩国 2015 年经济增速 2． 6% 创三年来新低”，http: / / fi-
nance． sina． com． cn /stock /usstock /c /2016 － 01 － 26 /doc － ifxnuw-
fc9531072．shtml．(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5 日)

“韩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10． 3%，创 17 年新高”，http: / /
world．huanqiu．com /hot /2016－07 /9170348．html．(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5 日)



团。保守集团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借口，处处打

压进步势力和普通民众，双方尖锐的矛盾自建国初

期就已开始。实现民主化之后，特别是在两届进步

政权( 1998～2008 年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权) 期间，

对保守势力进行了一定抑制，但未动摇其在各领域

根深蒂固的主导地位。普通民众、进步势力与保守

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仿佛一道裂纹潜伏在韩国的政

治地壳之内，成为变动时期推动形势发展的潜在源

动力。在李明博和朴槿惠两届保守政府时期，保守

势力再度膨胀，获得政府多方面扶持，控制着多数政

府机关、军队、机构、大学、媒体等。普通民众和进步

势力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备受打压，积怨

已久。近年，国际人权组织多次批评韩国人权和言

论自由状况恶化。① 崔顺实事件暴露了韩国上层政

治运作的黑幕，普通民众和进步势力对朴槿惠为代

表的保守政治精英的幻想破灭，成为引爆长期矛盾

的导火索。
其二，财阀垄断、政经勾结沉疴泛起。一是财阀

阻碍了韩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韩国自建国

之初就推行威权资本主义，少数企业依靠政府支持

在处理殖民地产业和外援物资等方面进行了原始资

本积累。特别是在朴正熙时代，通过扶植少数大企

业扩张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形成了大宇、三星、
现代、LG、乐天等至今耳熟能详的大财阀。民主化

以来，财阀依旧垄断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例如

三星的产业链包括电子、金融、机械、化学、医疗、教
育等众多领域，民众从生到死都离不开三星的产品，

以至韩国被称为“三星共和国”。不可否认，财阀在

韩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

在现阶段，财阀垄断侵害了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工利

益，抑制了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创新，加剧了青年失业

和贫富分化，成为韩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障碍。2012
年十大财阀的资产占到了韩国 GDP 的 85%，最富的

10%阶层占据国民总收入的 48．95%，中下层的 70%
阶层却仅占 18．87%。韩国也成为经合组织中仅次

于美国的财富最不均等国家。② 二是政商勾结、财

阀特权激起民愤。民主化仍未能切断政商勾结顽

疾，财阀向政客提供黑金用于竞选和施政，政客推行

亲财阀的政策，韩国历届总统及家人都曝出了与财

阀勾结的丑闻。朴槿惠及其亲信与财阀之间存在频

繁的利益置换，再次暴露了韩国政经勾结的痼疾，成

为引起本轮民情激愤的主要原因。财阀也借助政治

庇护而在韩国社会飞扬跋扈，民众对财阀的愤怒蓄

积已久。据统计，近 10 年间，韩国十大财阀家族有

一半曾牵涉刑事案件，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定

的 49 家财阀中，约有 32%曾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但财阀家族犯案即使被判有罪，也几乎不受处罚或

很轻。③

其三，全球经济、政治周期与韩国社会发生共

振。韩国是以外贸立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受世界经

济形势影响非常大。世界经济尚未从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中复苏，对韩国经济的冲击很大。韩国曾

长期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但全球化带

来的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加之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④重视增长和效率、轻视福利和

劳工权利，韩国经济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大为增加，也

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全球兴起的“反建

制”、反既得利益运动( 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

国总统等) 也带来了波及效应，与韩国国内群众运

动遥相呼应。因此，应当把近期韩国的大规模示威

视作全球“反建制”运动浪潮的一部分。
其四，政治制度设计缺陷致韩政局动荡常态化。

韩国自 1987 年民主化运动之后建立的“第六共和

国”开始，才逐步形成如今的政治制度，运行时间仅

30 年，期间反复发生的总统滥权和政局不稳与其制

度设计上的弊端密切相关，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是总统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衡。韩国总统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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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烛光示威后言论自由度大幅萎缩”，http: / /www． se-
oul．co．kr /news /newsView．php? id = 20100518002018．(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5 日) ; “韩文体部长官承认‘文艺界黑名单’，约万人被列
为‘左派’”，http: / /world． huanqiu． com /exclusive /2017－ 01 /9924848．
html．( 上网时间: 2016 年 1 月 10 日)

“70 周 年 创 刊 特 辑———‘韩 国 是 民 主 共 和 国 吗’之 三”，
［韩］《京乡新闻》，2016 年 10 月 18 日，http: / /news．khan． co．kr /kh_
news /khan_art _view． html? artid = 201610182236005＆code = 940100#
csidx0cb2e0126fa74d5b91db879105de45f．

“有钱就是任性，韩财阀家族被指专横引民众不满”，ht-
tp: / /world． huanqiu． com /exclusive /2014 － 12 /5236677． html． ( 上 网 时
间: 2017 年 1 月 4 日)

焦佩:《变迁中的韩国左翼政党研究: 环境、理念、结构及功
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11～113 页。



非纯粹的三权分立，而是含有议会内阁制的许多要

素，有利于总统获得更大权力，以致于被称作“帝王

式的总统制”。例如，总统对立法( 议会) 和司法( 法

院、检察院) 的影响力很大，有权向议会提交法案，

并轻易在占据多数席位的议会中通过有利于己的立

法。议员可兼任政府官员，实现立法机构与行政机

构的合流。韩国的大法官并非终身制，总检察长也

由总统提名，受制于总统。当初为了防止总统擅权

而制定的五年单任期制，反而使现任总统无需顾忌

下届竞选，更容易出现滥权。上述韩国总统制的特

点与议会制国家相似，不同的是，即使韩国执政党失

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总统仍然可以保留其职位。①

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才为韩国总统滥用

职权提供了可乘之机。韩多次爆出在任总统利用司

法、军队和安全机构打压异己的丑闻。二是政党制

度存在缺陷。在当今的总统制国家，总统权限( 行

政权) 扩大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执政党内部对总

统的牵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但不同于美国各党派与

党员之间的松散关系，韩国各党派采取“中央集权”
式的构造②，党内高层在指定议员候选人、统一党内

议员意见等方面具有绝对权威。由于韩国总统在当

选后仍是执政党的实质党首，该党议员对总统提出

的法案、政策往往无法表达不同意见，党内缺乏对总

统的有效制衡，“政党个人化”现象严重。若执政党

为国会多数党，总统可轻易通过掌控执政党来控制

议会。但总统权力过大和滥权也导致了党际和党内

的激烈冲突，朴槿惠丑闻的爆出与党派斗争有重要

关系。朴槿惠任内对在野党和执政党内其他派系议

员极尽打压，各党派对于朴槿惠极度不满，成为倒朴

的重要动力。在曝光和推倒朴槿惠的过程中，一向

水火不容的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中的“非朴派”竟

然走到了同一阵线。“非朴派”最早提出朴槿惠退

居二线、举国内阁、提前下台、早期大选等应急方案，

意在逼朴槿惠交权。进步势力也趁机跟进，推动倒

朴运动的深入。③ 三是传统陋习阻碍政治制度运

行。决定一个国家制度运营的不仅是法律、法规等

“明规则”，该国长期的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等“潜规

则”对于制度能否有效运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韩

国社会等级秩序森严，强调上尊下卑，崇拜权力，重

视血缘、学缘、地缘差别，拉帮结派和结党营私之风

盛行，缺乏民主制所要求的平等、协商、妥协、公共利

益等观念。这点表现最明显的是韩国的政党结构。
韩国党派众多，且常常“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党的

聚散兴亡是家常便饭，各党派及其不同派系之间常

常视党派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热衷争斗，缺乏必要的

妥协和合作，导致国会运行难得通畅，极大影响了政

局的平稳运行。再比如，按照宪法规定，韩国检察院

系统是独立于行政的，但由于政府部门的许多高官

有检察官经历，其可以利用韩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前

后辈、同僚关系干扰司法运行，易出现司法腐败，以

致于韩国被称为“检察共和国”。④ 2013 年，韩国爆

出军队和安全机构在 2012 年大选中散布网络谣言

助选朴槿惠的丑闻，但司法机构的调查避重就轻，不

了了之。

三

韩国国会通过朴槿惠弹劾案后，并不意味着其

政局动荡的结束，韩国政局还面临着许多更为艰巨

的任务。“亲信干政”的内幕调查、宪法法院判决、
下届大选准备、改宪、政经制度改革等关键议题依旧

悬而未决，而且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
第一，要求改革的民意不会轻易消散。正是在

大规模群众示威的巨大压力下，“亲信干政门”从一

桩普通的政治丑闻发展为搅乱朴槿惠政府的惊天巨

浪。弹劾案通过后，韩国每周仍有几十万人参加大

规模集会。民众希望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性根源，

而非停留在惩治朴槿惠和崔顺实等个人。⑤ 依长时

段观之，当前韩国政局的演变具有其内在周期，自

“4·19”运动、1987 年民主化运动以后，2016 年迎

来规模空前的第三波群众运动浪潮。大约每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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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佑真:“美国总统制比议会制更符合韩国现实”，［韩］《月
刊中央》，2016 年 12 期，第 88～92 页; 安相秀:“保守新党支持议会内
阁制”，［韩］《周刊朝鲜》，2016 年第 2437 期，第 32～34 页。

文佑真:“美国总统制比议会制更符合韩国现实”，［韩］《月
刊中央》，2016 年第 12 期，第 88～92 页。

外界甚至怀疑朴槿惠丑闻曝光是保守党内部自导自演，详
见李相旭:“朴槿惠丑闻，从始至今我们为何愤怒，为何战斗”，ht-
tp: / / todayboda．net /article /7166．(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6 日)

［韩］ 金熙秀、徐步学、吴昌益、何泰熏:《检察共和国———大
韩民国》，三仁出版社，2011 年，第 125～224 页。

韩志源:“朴槿惠不是个案: 产生朴槿惠的 5 大体制原因”，
http: / / todayboda．net /article /7170．



年的时间，韩国就需要对僵化的体制进行大的更新。
本次群众运动针对的正是过去 30 年中所形成的众

多政治、经济积弊，因而将长远地改变韩国的走向。
积极的观点认为，韩国民众利用大规模集会示威等

外力纠正了现有政治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有

利于推动韩国政治体制的净化和良性运转。① 但也

有人担心民众情绪会发展为民粹主义，短期内难以

平复，从而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朝鲜日报》社论

担忧称“今天的烛光集会是明日的老虎，老虎一旦

从森林里跑出来就会很难走回去”，“下届总统会是

烛光示威的下一个受害者”。②

第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知易行难。韩国政

治运行失序、财阀垄断等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硬骨头”，克服世界性的资

本主义危机周期也并非易事，因此当下的改革阻力

极大。目前，各党派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
保守势力等提出的修宪、改革总统制和选举制、实行

议会内阁制等做法属于老调重弹，仅是对现有制度

的小修小补，而且是为了限制进步势力，回避了韩国

社会愈演愈烈的结构性矛盾。进步势力认识到了韩

国当前存在的深刻危机，也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制

度改革的口号，但仍缺乏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否撼动

韩国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政经结构也未可知。综而

观之，各政党提出的应对之策多出于选举策略和本

党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公心，也缺乏足够的改革

魄力和可行的政策主张。若政治精英无法满足民意

要求，则恐怕只能被愤怒的民意裹挟前行，政局难免

陷入长时间漂流状态。
第三，政党版图剧烈变化。在突如其来的政治

动荡冲击下，各政治势力出现了明显的此消彼长，各

方正在围绕政治权力的重构而积极合纵连横。2016
年底，朴槿惠丑闻对保守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民

调显示，保守党的主要支持阶层———中老年龄层大

举转投进步阵营，其传统票仓———岭南地区( 庆尚

南道、庆尚北道、大邱、釜山) 的优势也丧失殆尽。③

为挽回败局，新国家党的“非朴派”议员已大举脱党

成立名为“正党”的保守新党，这是韩国历史上保守

党的首次大分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已暗示参

加大选，保守新党与“中道偏左”的国民之党吐露出

联合挺潘的意愿。进步势力虽受惠于朴槿惠丑闻而

支持率暴涨，但其内部已呈现分化的趋势。弹劾案

通过后，两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和国民之党已

分道扬镳。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共同民主党内部，也

存在“文在寅派”和“非文派”的激烈矛盾，可能会削

弱该党在大选中的优势。各政党的分分合合，给本

已动荡的韩国政局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四，政治和社会极化加剧。此次政局动荡中，

传统的政治大腕因政策主张难脱传统政治的窠臼而

纷纷失宠，敢于“离经叛道”、打破传统政治思维的

政治新秀大行其道。在潜在总统候选人支持率方

面，保守阵营的潘基文、刘承旼、吴世勋等传统政治

明星受朴槿惠牵连而支持率下滑自不必提，而进步

阵营的文在寅、安哲秀、朴元淳、孙鹤圭等传统政治

“潜龙”的受益也较为有限。反而是政治圈的“边缘

人”———城南市长李在明，因在乱局中观点鲜明、敢
作敢为、打破政治常规，而被民众视为能够解决当前

乱局的奇才，从默默无闻到支持率一个月内攀升至

第三，与此前大幅领先的文在寅和潘基文形成鼎足

之势，成为乱局的最大受益者。李在明自许“韩国

的桑德斯”，主张与民众打成一片，反对俗套的“政

治正确”，明确主张严惩朴槿惠、崔顺实及涉事财阀

总裁以儆效尤，打破韩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财阀垄断，

增加民众福利，反对受制于保守和进步两部分的意

识形态，在对朝政策上主张制裁和外交手段并用，认

为“萨德”对韩弊大于利而明确反对等。④ 不仅如

此，潘基文、文在寅等一向以“斯文”著称的传统政

治人物，在新的政治生态下，其言论和态度也一反常

态地变得强硬和鲜明，凸显了这个时代求新求异、渴
望变革的政治风向。潘基文公开严厉批评同一阵营

且支持他的朴槿惠“背弃人民信任”，并把当前乱局

视为朝鲜战争以来的最大混乱。①文在寅的言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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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 /news．heraldcorp． com /view． php? ud = 20161214000427． ( 上网时
间: 2016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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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挑战传统竞选的大忌，如提出当选总统后可先

访问朝鲜，打破财阀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垄断，“清除

韩国半个世纪的积弊”②，不顾美国反对而要求延迟

“萨德”部署等。而且，随着动荡的延续，在反朴集

会中一度联合的左右阵营的民众呈现分裂之势。得

益于半岛长期的冷战结构，保守势力在韩国社会根

深蒂固。保守派民众越来越担心进步派民众可能危

及当前的基本制度，因而在弹劾案通过后，保守阵营

反而出现了反弹的态势，“改革保守新党”与新国家

党的合计支持率已 28．1%，与共同民主党的 29．5%
非常接近。③支持朴槿惠的“爱朴会”也每周举行集

会以对抗反朴集会，韩国左右阵营民众的撕裂难以

避免。
第五，韩国政局变化将对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

产生很大影响。朴槿惠曾依靠对朝强硬等外交安保

政策为其加分不少，韩国军方和保守派也刻意渲染

朝鲜威胁，希望延续这种优势，但最终还是败于迷信

外交安保而忽视了内政危机。这也正是外交安保与

内政相互依存但又矛盾之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外交安保还是服务于内政。此次政局动荡表明，韩

国民众的关心事项也在发生着“向内转”，朝核问题

等外交安保问题已不是民众的主要关心事项，民众

关注国内事务远胜过国际事务。套用 1992 年美国

大选时克林顿的宣传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当

下韩国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内政和经济。对于下届韩

国政府来说，能否集中精力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改

革，在朝核和“萨德”等问题上作出更灵活的姿态，

避免地区形势的尖锐对峙和半岛沦为中美大国对冲

的舞台，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 责任编辑: 孙茹)

① “潘基文炮轰朴槿惠政府背叛民众信任”，http: / /www．yon-
hapnews．co．kr / international /2016 /12 /19 /0601090000AKＲ2016121900
0400072．HTML? template = 2087． ( 上网时间: 2016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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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HTML．( 上网时间: 2017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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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 23 页) 岛无核化的五项前提条件，①值得六方

会谈有关各方予以重视和面对面共同探讨。
从根本上看，南北之间的安全关系早已陷入

“零和博弈”，即一方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必然意

味着另一方安全利益的受损。半岛当前安全形势的

根本特征，是南北双方都在做“加法”，即增加自己

的军备以增加自身安全。例如朝鲜在迅速增加核武

器和攻击型导弹，而韩国在增加反导系统的同时，也

在增加攻击型导弹，并引进美国的“延伸核威慑”。
但是到头来，双方各自所增加的军备，都是在降低对

方的安全感，从而形成“一方追求自身安全成为另

一方不安全的根源”②。这种负面的安全竞赛，导致

南北双方都越来越不安全，而不是越来越安全。
朝鲜半岛的未来，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

南北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机制和军事安

排，首先停止互相做“加法”，并在这种机制和安排

之下，制定路线图，循序渐进地相互做“减法”。在

互做“减法”的进程中，美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采取相应的“减法”措施。第二，如何在南北启动互

做“减法”进程的基础上，恢复六方会谈，继续推进

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坚定不移地实现无核化。第

三，如何建立“双轨”谈判架构，一方面推动六方会

谈进入实质性谈判，通过达成“一揽子”交易，实现

两个“彻底”，即朝鲜必须彻底放弃一切核武器及其

相关计划，而朝鲜在安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

的合理关切，必须同时得到彻底解决。另方面，按照

《9·19 共同声明》的有关规定，由半岛南北双方以

及半岛问题的主要外部力量中美两国，展开关于建

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取代 1953
年的临时停战协定，为半岛的长治久安和南北实现

民族和解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 责任编辑: 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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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条件是: 公开所有在韩美军核武器，撤销在韩所有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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