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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动议案通过
尹锡悦未来何去何从

韩国国会14日下午就针对总统尹
锡悦的第二次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以
204票赞成通过了该项动议案。韩国检
方15日向尹锡悦发出传唤要求，但尹锡
悦并未接受。检方称将再次传唤。

意味着立即下台吗

弹劾动议案通过后，接下来的司法
流程主要包括：立即暂停总统职权、宪
法法院审理与裁决、总统罢免与选举。

弹劾动议案通过后，尹锡悦的总
统职权被暂停，直到宪法法院作出最
终裁决。

根据韩国法律，国务总理和副总理
排在代行总统职权的最优先顺位。分
析人士表示，总统职权目前已移交国务
总理韩德洙。不过，受戒严风波影响，
韩德洙及内阁多名要员被指参与“内
乱”，形势发展尚待观察。

韩德洙14日表示，在总统尹锡悦被
弹劾后将尽最大努力稳定国家事务。

还有翻盘可能吗

弹劾动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将
提交宪法法院审理。宪法法院必须在
受理案件后的180天内宣判。

为将国政瘫痪的影响降至最低，宪
法法院会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宣判。宪
法法院审理卢武铉和朴槿惠弹劾案时，
分别耗时63天和91天。

根据法律，宪法法院9名法官中需
6人赞成才能通过弹劾、罢免总统。但
由于韩国朝野政党的政治斗争，目前3
名法官的职位空缺。所以，6名法官须
全体赞成才能通过弹劾案，只要1人反
对，弹劾案将被驳回。

根据法律，如果宪法法院驳回弹
劾案，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职务。
如果宪法法院裁决通过，尹锡悦将成
为继朴槿惠之后第二个被罢免的韩国
总统。韩国需在 60天内举行新一届
总统选举。

未来命运如何

尹锡悦是韩国历史上继卢武铉、朴
槿惠之后第三位在国会遭弹劾的总统，
其前途命运将由宪法法院决定。

2004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因涉
嫌受贿遭到弹劾。韩国宪法法院最终
裁决弹劾案不成立，卢武铉得以继续完
成其总统任期。卸任后卢武铉遭到离
职审查，2009年在被调查受贿期间跳崖
自杀。

2016年底至2017年初，时任韩国
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丑闻被国会弹
劾。韩国宪法法院最终裁决弹劾案成
立，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成功
弹劾下台的总统。朴槿惠弹劾案经历
了92天从国会至宪法法院的审理流程。

据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正着手组
建弹劾调查辩护团队，为接下来的“司
法战”作准备。

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13日发布
的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已跌
至上台以来最低的11%，不支持率升至
85%，逾七成民众希望尹锡悦立即下台
或被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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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加紧在叙利亚布局

以色列军队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目
标进行空袭。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
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14日上午，以战
机对叙军事目标进行 4轮 17 架次空
袭。从12月8日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
13个省总共发动超430次袭击。以军
总参谋长哈莱维同日称，以军在叙采取
主动行动是防止“恐怖分子”在具有战
略意义的区域站稳脚跟。以军此前发
表声明称，连日来对叙利亚“具有战略
意义的武器系统进行了重大打击”，已

“严重破坏”叙防空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中东，12日

和13日在土耳其分别与土总统埃尔多
安和外长费丹会见，重点讨论叙利亚问
题。布林肯称，美土就叙未来图景达成
广泛共识。布林肯14日在约旦表示，
美国已与被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叙利
亚沙姆解放武装”进行了“直接接触”。
布林肯当天在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参
加了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
员会会议。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当
媒体问到美国政府是否与“叙利亚沙姆
解放武装”进行直接接触的问题时，布
林肯回答说：“是的，我们一直在与‘叙
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及其他各方接触。”
布林肯未说明美方与该武装进行直接
接触的细节。舆论认为，布林肯此访意
在调动资源保护美国在叙利亚及中东
的利益。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日会见布
林肯时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土将继
续打击在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此
外，土驻叙使馆14日重新开馆，时隔
12年恢复运作，此举被视作为叙过渡
政府站台。

俄罗斯副外长波格丹诺夫日前表
示，俄方已与“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建
立联系，双方讨论了有关保护俄在叙外
交使团和公民安全的问题。分析人士
认为，对俄方而言，首要任务是确保俄
在叙外交和军事设施不受侵犯，维持俄
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外部势力两大博弈焦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上述动向中，有
两大问题是当前外部势力在叙博弈的
焦点。

第一个焦点是叙利亚新政权对以
色列的态度。此前巴沙尔政府被视为
伊朗主导的地区抗以联盟“抵抗之弧”
的重要成员，叙利亚被认为是伊朗向黎
巴嫩真主党提供支持的关键通道。“叙
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主导的反对派迅速
夺权后，叙新政权的态度成为影响以伊
两国在中东博弈态势的重要因素。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以色
列希望与叙过渡政府“建立关系”，但如
果叙利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方会毫
不犹豫发起攻击。以色列区域外交政
策研究所所长尼姆罗德·戈伦认为，内
塔尼亚胡将伊朗势力的重建、向黎巴嫩
真主党的武器转移以及对以色列的直
接威胁列为叙利亚未来政权不得触碰

的“红线”。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此前

表示，叙过渡政府与以色列保持何种距
离，“是决定伊朗对叙新执政者采取何
种态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浙江外国语
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认为，
伊朗可能期待用抗击以色列作为共同
目标拉拢“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而
挽救“抵抗之弧”西翼。

第二个焦点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问题。当前，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控
制着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土耳其支
持的“叙利亚国民军”控制着北部地
区。美国将库尔德武装视为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关键力量之一，但
土耳其将其视为国内反政府组织库尔
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多次越境
予以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美土在这一问题上
的矛盾近期已经显现。埃尔多安会见
布林肯时有关将继续打击在叙“恐怖分
子”的言论就是针对库尔德武装。布林
肯则强调，有必要确保打击“伊斯兰国”
联盟能够继续执行关键任务。未来双
方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叙利亚过渡进程不易

分析人士指出，外部势力可能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叙利亚局势
产生深刻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叙过渡政府目
前释放出愿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的信
号，但这其中肯定有亲疏之别。西北
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说，土耳
其被认为是当前叙政治变局的最大

“赢家”，它将在未来叙局势中扮演更
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将承担更多斡
旋责任和压力。

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
员会会议14日在约旦亚喀巴举行。会
议发表的声明强调，支持包容和平的
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维护叙利亚的
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安全和稳定。
叙政治分析人士马希尔·伊赫桑指出，
尊重叙人民意愿、通过和平对话解决
争端、建立包容性政府，是地区国家和
国际社会对叙未来局势的普遍期待。

伊赫桑认为，叙利亚局势能否好
转取决于未来政权能否妥善应对一
系列挑战，包括能否避免深度卷入
地区纷争；能否早日摆脱美西方制
裁，吸纳国际援助和投资，开启重建
进程；能否妥善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促进民生发展等。

王晋表示，叙过渡政府需要拿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未来重建路径，既要
能被叙国内各政治、宗教、武装派别接
纳，又要争取得到国际社会支持。

“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是近日推
翻叙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主要武
装力量。美国政府以该武装与“基地”
组织相关联为由，认定其为恐怖组
织。随着叙利亚政府过渡进程开启，
美国政府近日多次表示，正与叙各派
别接触，但未承诺将“叙利亚沙姆解放
武装”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布林
肯11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
上表示，对“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兑
现其保护叙少数群体权利的承诺“没
有信心”，因此将关注其行动。

据新华社

外部势力多方博弈

叙利亚局势扑朔迷离

“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支持的叙过渡
政府日前正式接管权力后，中东地区和域
外一些国家纷纷作出反应。分析人士认

为，叙政局剧变打破了外部势力在叙的原有状态，
一些被认为从变局中受益的外部势力谋划通过外
交、军事等手段抢先布局，其他外部势力则试图保
持存在、维护在叙利益。叙利亚究竟会走向稳定还
是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力量博弈影响。

12月14日，约旦亚喀巴，叙利亚问题阿拉伯部长级联络委员会会议现场。

1212月月1010日日，，以军部队被部署在戈以军部队被部署在戈
兰高地东侧的军事缓冲区围栏附近兰高地东侧的军事缓冲区围栏附近。。

12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
场，工作人员走在候机楼内。

12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
机场停机坪上的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