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众担忧国计民生

去年12月初的“紧急戒严令”风波已
过去一月有余，韩国政局的动荡逐渐波及
民众的工作与生活，还引发民众对民生的
担忧和制度的反思。

首尔市民金显洙告诉记者，相较于政
治，民众生计更为紧迫。因国内政局不
稳，他在公司负责的海外业务对接被迫取
消，他还担心之后房租上涨，“大家的焦虑
不安在增加”。京畿道居民李承根说，政
局动荡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导致韩元贬
值，汇率的变化令许多人取消了海外旅行
计划。

不少韩国民众也在反思制度上的弊
端。金显洙认为，国会和政府各自为政，
让国家治理陷入停滞。李承根说，执政党
和在野党持续对立，他们关心各自利益，
而非为国家长远着想，这加深了民众的无
奈与失望。他希望对韩国现有政治体系
和运作方式进行深层次改革。

京畿道居民洪诚彬则表示，政局动荡
会让韩国国际声誉下降，这种负面因素很
可能影响韩国的外来投资、外交关系等，
导致韩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民调是否反映民意？

围绕尹锡悦的去留，韩国民意正呈现

出极化趋势。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韩国各大媒体

日前发布的民调显示，有约七成受访者赞
成弹劾尹锡悦。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
器”6日发布的民调也显示，有近六成受访
者认为下届政府应由目前的在野党执政。

首尔市民朴惠荣对记者表示，他身边
的朋友普遍反对尹锡悦宣布戒严令，大部
分人支持弹劾，但反对弹劾的也不在少
数。“目前这种状态对韩国的发展毫无帮
助，我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

有韩国保守派媒体指出，力挺尹锡悦
的保守团体对其支持力度也在逐渐加大。

民意会否影响审理？

据“真实计量器”6日发布的民调，执
政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上升至34.4％，恢
复至戒严令风波前的水平。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降至 45.2％。两党
支持率连续三周一升一降，差距缩小至
10.8％。韩国舆论评价研究所日前发布
民调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逐渐提升，自
其被弹劾以来首次突破40％大关。

在民意极化背景下，民调数据本身也
成为争论焦点。

宪法法院定于本月 14 日和 16 日就

尹锡悦弹劾案分别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
辩论。

国民力量党议员 6 日前往宪法法院
抗议，该党院内代表权性东表示，宪法法
院确定一周两次的正式辩论日期，带有
预断性质，指责弹劾案审理“不公正、带
有偏向性”。

对此，宪法法院7日表示，宪法法院是
根据国家主权者（国民）的意愿，为解决宪
法纷争、维护宪法秩序而设立的审判机
关。就尹锡悦弹劾案，宪法法院将“做出
独立审判”，“审理过程将不问朝野，只关
注国民”。韩国媒体报道说，该表态是在
回应外界尤其是国民力量党对审判公正
性的质疑。

韩国前青瓦台国政情况室室长权起
植表示，宪法法院审理弹劾案时首要考虑
的是法理分析。另有分析指出，尽管民意
不会作为审理的关键依据，但高度统一的
民意可能给宪法法院带来一定压力。

韩国民意接下来将如何变化还有待
观察。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刊文称，

“可以预见的是，在韩国民众等待宪法法
院最终裁决的这段时间，公共舆论和政治
辩论将会日趋激烈。”

据新华社首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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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局动荡下的民意极化
8日，首尔寒风凛冽。韩国总统官邸附近的大规模通宵集会仍在持

续。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被警方用巴士分隔。总统官邸
外围筑起带刺铁丝网，多辆巴士在周围充当路障。

这场集会的导火索源于首尔西部地方法院7日批准延长针对尹锡悦
的逮捕令期限。8日，韩国国会再次否决调查尹锡悦的“内乱特检法”和调
查总统夫人的“金建希特检法”，导致集会对峙局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
围绕尹锡悦相关案件审理，韩国民意正呈现极化趋势，社会矛盾恐将加
剧。韩国民意变化也将对宪法法院审理和裁决总统弹劾案产生一定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
“拉偏架”，在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偏袒
以色列，致使停火谈判久拖不决，和
平遥遥无期。

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
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已于 3
日通报国会参众两院，拜登政府拟向
以色列出售价值 80 亿美元的武器。
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统
计，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以色列提供价
值至少 179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2025 年 1 月，新一届美国政府将
上台执政。美媒报道称，当选总统特
朗普表示希望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
前促成加沙停火。但不少分析人士认
为，以亲以立场著称的特朗普上台将
给停火谈判前景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迪迪埃·比利翁撰文指出，特朗
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曾多次“力挺”
以色列，包括把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
兰高地的“主权”、试图以所谓“中东

和平新计划”代替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的“两国方案”等。尽管目前尚难断
言特朗普上台后会在中东地区采取
何种政策，但从他此前的立场来看，
他并不致力于通过政治方案解决巴
以问题。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近日刊
文说，特朗普当选后任命了多个持亲
以立场的内阁成员，新一届美国政府
可能会更加偏袒以色列，这将进一步
加剧巴以冲突、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据新华社加沙/耶路撒冷电

哈马斯3日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停
火谈判当天在多哈重启，哈马斯一如既往
地严肃、积极对待谈判，并努力尽快达成
协议。在新一轮谈判进行的同时，以色列
继续袭击加沙地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7
日表示，以色列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多地，
造成至少 13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此前，
以军于2日夜间至3日袭击加沙地带，共
导致至少42人丧生。以军方5日称，以军
4 日和 5 日轰炸加沙地带 100 多个“恐怖
目标”，打死数十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过去数月，在卡塔尔多哈和埃及开罗
举行了多轮加沙停火谈判，但都未能达成
协议。2024年12月，以色列与哈马斯就
停火谈判释放积极信号，双方均表示围绕
停火和互释被扣押人员取得进展，“前所未
有接近达成”协议。然而，协议最终并未达
成，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阻碍停火进程。哈
马斯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停火谈判中就
以军撤离、释放巴方在押人员、允许巴方流
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等议题提出“新问题和
新条件”，使停火协议推迟达成。以色列总
理府发表声明称，哈马斯违背已达成的谅
解，为达成协议制造“新障碍”。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一名以
色列官员的话说，谈判并未破裂，但陷入
了僵局。双方都想打破僵局，但都不愿做
出重大让步。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多项核心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是
造成停火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停火期限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的主要分歧。哈马斯坚持要求停火协
议包含永久停火条款，在 3 日发表的
声明中也表示达成全面停火协议是新
一轮会谈的重点之一。以方则拒绝永
久停火，只寻求暂时性停火，并坚持在
加沙地带驻留军队。以总理办公室近
期还表示，即使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和
互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以色列仍将

继续在加沙地带作战。
双方在释放被扣押人员问题上同

样僵持不下。以方要求哈马斯在第一
阶段停火期间释放被扣押者中的女性、
老人和伤员，指责哈马斯未按以方要求
提供这批将获释人员的名单。同时，以
方要求哈马斯在释放第一批被扣押人
员后，提供即将获释的“患病”被扣押人
员名单，但双方就“患病”人员界定产生
分歧，比如是否包括被哈马斯视为后续
谈判重要筹码的年轻男性。

此外，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拱

火”也导致谈判举步维艰。2024 年，
以色列政坛中左翼政党代表人物甘
茨退出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战时
内阁，主张通过谈判与哈马斯达成停
火协议的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也被
解职，极右翼和右翼势力在以政坛更
加得势。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约西·梅克尔伯格指出，内
塔尼亚胡为巩固自身政治地位对右
翼势力更加依赖，这导致他在巴以问
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进一步增
加了达成停火协议的难度。

谈判波折不断 核心分歧难解

美国长期偏袒

核心分歧难解，
加沙停火谈判波折不断

卡塔尔方面7日表示，在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尚无达成协议
的时间表。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3日在多哈重启，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仍在持续。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
各方斡旋下举行了多轮谈判，但始终未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加沙停火谈判
时断时续、未见突破，主要是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多项核心议题上差异巨大、互不让步。此
外，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博弈、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偏袒，都使得加沙停火谈判前景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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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城领取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