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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复节”（8月15日）

到来前夕，韩国朝野纷纷猜测系

狱已久的前总统李明博将被尹锡

悦政府特赦。前任总统文在寅在

卸任之前于去年年底特赦了朴槿

惠，尹锡悦则在当选总统后于今

年4月在大邱市登门拜访朴槿惠

并向其“致歉”，而当年正是一

手把朴槿惠拉下马并送进监狱成

就了尹锡悦的大名。不过李明博

最终并未出现在光复节特赦名单

上，倒是曾与尹锡悦竞争总统大

位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于9

月1日受到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

传唤。共同民主党称检方此举为

现任政府的“政治报复”。9月5

日，共同民主党表示将对总统尹

锡悦提起诉讼，因为尹锡悦涉嫌

在今年大选期间，就其妻子涉嫌

操纵股价等行为对外发表虚假信

息。这一系列极具韩国特色的政

治操作，将韩国政治循环已久的

一个怪圈再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积弊清算”源远流长

根据韩国宪法，总统是国家

元首，又是行政首脑。因此，总

统既是国家的象征，又是最高权

力的象征。在韩国，总统的权力

几乎是绝对的，但一旦卸任失去

权力，则又经常会招来后任总统

的“清算”。1987年韩国实现民

主化以后，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

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导致韩国

社会严重分裂，造成所谓“南南

对立”——即相对于半岛南北对

立而言的韩国内部对立的局面。

韩国总统虽然是国民的代

表，但在选举政治下必然也会是

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在反对势

力和自身所属的政治势力之间必

然会采取对比鲜明的政治措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积弊清

算”。由于政治利益、理念以及

阵营的不同，对“积弊清算”

的认知也截然不同。对执政势力

或行为主体来讲，“积弊清算”

是正当、合法、理所当然的。而

反对势力或被清算对象则必然会

认为这是政治斗争的借口，是对

他们的政治打击、政治报复甚至

政治镇压。韩国社会普遍认为，

李明博“报复”卢武铉，文在寅

“报复”李明博，而当前尹锡悦

又在“报复”文在寅，就是这种

逻辑的典型反映。

在韩国，“积弊”已成为

特定的政治用语，所谓“积弊清

算”的历史渊源也很长。实现民

主化后首次掌权的金泳三政府一

上任就对全斗焕和卢泰愚这两名

象征着军人独裁统治的前总统

进行了政治清算，并以“军事叛

乱”为罪名逮捕了这两名前总统

以及多名相关人员。同时，金泳

三政府也通过拆迁日本殖民统治

时期的“朝鲜总督府”大厦等一

系列措施，清算了日本帝国主义

文／李成日

清算与报复：韩国政治怪圈又一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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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0日，韩国卸

任总统文在寅夫妇、前总

统朴槿惠出席新任总统尹

锡悦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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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的残余。金泳三首次以“历

史纠正”为口号，对长期实行独

裁的军人政权时期的人物进行了

大量清算，他执政时期是“积弊

清算”最活跃的时期。

其后，在政界较多使用“积

弊清算”一词并引起关注的是朴

槿惠总统。2014年4月“世越”

号惨案发生后，她在国务会议上

强调“对长期以来累积的社会各

处的积弊进行清算”，随后在韩

国政界再次掀起了“积弊清算”

的风潮。但具有讽刺意思的是，

2016年底崔顺实“闺蜜门事件”

曝出后，韩国国民就是举起了

“积弊清算”这一旗号要求朴槿

惠下台。

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上任以

后，重用参与过“崔顺实事件”

立案侦查的检察官，并对李明博时

期的“文艺界黑名单”“广播黑名

单”“韩国文化电视台（MBC）

黑名单”、朴槿惠时期的“文艺界

黑名单”“国家情报院、国防部舆

论炒作事件”“国家情报院特殊

活动费向青瓦台上缴事件”“国

家情报院对朝工作资金挪用事

件”“‘世越’号事件”“三星

财务欺诈”等，进行了大量积弊调

查，此外还对李明博时期“四大

江整治事业”进行了审计监查、

对朴槿惠时期“韩国历史教科书

国家审定问题”实施了事实调

查。通过这些措施，进步阵营对

李明博、朴槿惠等进行了司法处

理，严重打击了保守阵营。而对

保守势力一方来讲，这无异于奇

耻大辱，所以埋下了下一场新的

“积弊清算”的“祸根”。

又一轮循环的开始？ 

“积弊清算”本是一种法

律行为，但在韩国已成为执政势

力应对反对势力的政治手段，原

有的含义已被改变。因此，在韩

国存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公平正义

和双重标准之间的背离问题，而

且这种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且

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是因为韩

国的社会矛盾和对立异常严重，

不仅存在于保守和进步两大政治

势力之间，而且已经渗透到地区

（东部和西部、首都圈和非首都

圈）、阶层（富裕阶层和贫困阶

层）、年龄（年轻人和老年人）、

性别之间的情感对立之中。

2022年2月，尹锡悦在总统

竞选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如果掌权成功，将对前政府进

行‘积弊清算’调查”，这引起

舆论激烈议论。果然，5月尹锡悦

政府一上任，就开始动员检察、

警察、监察（审计）、国家情报

院等机构，对文在寅前政府、共

同民主党以及李在明等开展了司

法调查。

目前，对文在寅前政府的调

查主要涉及“产业资源部黑名单

疑惑”“月城核电站经济性操作

疑惑”“女性家族部协助共同民

主党制定公约疑惑”“统一部、

科技部黑名单疑惑”等问题，以

及对原法务部长秋美爱等前政府

高官等的调查。

此外，还对所谓“西海公

务员被杀事件”“文在寅政府情

报公开诉讼”“2019年脱北船员

强制遣送事件”，以及文在寅及

其夫人金贞淑，两名前国家情报

院院长徐薰、朴智元等多名前高

官，或正在进行调查，或已提出

了诉讼。

2014年5月时任韩国总

统金泳三携夫人访问

中国。金泳三执政时

期的“积弊清算”被

认为是民主对独裁的

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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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对李在明

的调查。李在明已经是共同民主

党党首兼国会议员，而且仍是下

一届总统人选的强有力竞争者，

所以对他的司法调查是现政府的

侦查工作重点，也是目前“积弊

清算”的最重要内容。李在明

的相关侦查案件较多，包括“大

藏洞开发疑惑”“柏岘洞土地用

途变更疑惑”“城南足球俱乐部

（FC）后援金疑惑”“律师费代

缴疑惑”以及他的夫人金惠京的

“京畿道法人银行卡私自挪用疑

惑”，等等。根据韩国宪法有关

规定，作为国会议员的李在明立

即被捕的可能性很低。但在李在

明刚刚当上党首不久，而且刚刚

跟尹锡悦总统通电话达成近期举

行朝野“领袖会谈”的时候，对

他的传唤必将再次引起朝野之间

的激烈争斗。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对尹锡

悦总统的肯定评价仅为27%，仍停

留于低迷状态。再加上执政党国

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和所谓“尹

核官”（尹锡悦总统核心相关人

士）之间的持续对立，该党的形

象和支持率严重受损，所以总统

和执政党必须寻找突破口，尽快

恢复支持率并稳控政局。由于在

上一届总统竞选中李在明和尹锡

悦争夺激烈，后者仅以微弱优势

当选，所以对尹锡悦来说，李在

明仍是最大政敌。

与此相比，对李在明以及共

同民主党来说，有关李在明的所

谓各种“疑惑”几年前就开始被

提出，但至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

结论，只是疑惑或揣测而已，因

此他们强调这是“陷害”。同一

次民调显示，对“谁最合适作为

今后韩国的政治领导者或总统候

选人”一问，回答为李在明的最

多（27%），其次是现法务部长韩

东勋（9%）。由此可以看出，目

前李在明是进步阵营最有力的下

一届总统候选人，而韩东勋是保

守阵营的较有竞争力的下一届总

统候选人之一。

另外，在大选期间曾经成为

话题的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希的

各种违法违规疑惑现在一个个被

判定为“无嫌疑”，这也使得韩

国舆论议论纷纷，认为这些都是

尹锡悦政府“双重标准”的典型

表现。

阵营对立的政治生态难以改善

尹锡悦政府上台才过百天，

因此可以说韩国朝野围绕“积弊

清算”“政治报复”的新一轮攻

防战才刚刚开始。根据韩国的

大选（总统选举）、总选（国会

选举）、地方选举这三大选举议

程来看，下一个重要选举将会是

2024年的国会选举。可以预料，

保守和进步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

争斗必然会愈演愈烈。

目前，尹锡悦及执政党仍

然面临朝小野大的局面，所以在

下一届国会选举中必须获胜。为

此，他们必须一方面通过促进经

济增长、改善民生等取得可视性

政绩，另一方面通过积弊清算、

司法公正等改善自身形象，迅速

提升支持率。从尹锡悦低迷的支

持率以及对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内

讧的负面舆论，可以看出国民对

现政府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

非常不满。在尹锡悦政府面对新

冠疫情所采取的改善民生、复苏

经济等措施不力的严峻形势下，

检方对文在寅前政府以及李在明

的集中调查不仅引起共同民主党

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也引起

韩国国民的不满情绪。多次民意

调查都反映出这种状况。相当部

分的韩国民众表示已经厌倦这种

反复无常、内耗严重的政治争斗

和报复，希望政府早日将政策集

中于经济和民生。但是，“积弊

清算”和“政治报复”的恶性循

环结构在现行政治体制下难以有

效解决。韩国社会也曾提出过种

种修宪方案，以缓解这种结构性

矛盾，但至今也没能解决。

韩国虽已跨入发达国家行

列，但民众对国内政治一直自我评

价为仅处于“三流”地位。必须看

到，除韩国国内两大阵营之间互

不妥协的政治生态结构外，半岛

分裂以及美国等因素对韩国政治

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韩国政治

的这种“怪圈”不仅阻碍着其国

内政治的健康发展，从对朝政策

随着政府更替而反复变化的情况

看，其对朝韩关系的改善以及半岛

局势的稳定也产生着负面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