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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2021年，作为文在寅政府司法改革的核心举措之

一，韩国版廉政公署———“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以下简称公调处）于1月21日正式挂牌成立，具有重

大意义。此外，韩国民众最关心的无异于两件大事，那

就是总统大选和防疫。今年3月9日，韩国将举行第20

届总统大选，排名前两位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和李在

明正展开激烈拉票活动，“大选”一词也成为韩国年度

最热门词汇之一。而韩国政府从去年11月1日正式启

动“与病毒共存”防疫模式，但其带来的结果是疫情严

重扩散，重症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证明了这一模式

并不适合现阶段的防疫需要。

司法改革取得突破

　　司法改革是文在寅政府任内希望完成的核心施

政措施之一。去年1月21日，公调处正式挂牌成立。公

调处的组成包括1名处长（副部长级）、1名副处长、25

名检察官（包括处长和副处长在内）、40名搜查官、20

名行政职员。根据相关法律，公调处是拥有搜查权和

起诉权的专门侦办权力型腐败案件的机构。此前，韩

国检察机构因为独占起诉权而“选择性办案”备受争

议，成立公调处就是为了打破这一体系，因此被认为

具有重大意义。

　　公调处的侦办对象是韩国三级以上高级公务

员及其家属，其中，针对法官和检察官、警务官以上

级别警察公务员的犯罪行为，公调处拥有直接向法

院起诉的权力。公调处调查的犯罪主要包括受贿，

向第三者提供贿赂、共有贿赂、介绍受贿、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等各种腐败渎职行为。据悉，包括三级

以上高级公务员及其家属，总共有7000人左右是公

调处的可能搜查对象。

　　韩国警察改革也取得重要进展，韩国警察分为国

家警察和地方警察，而地方警察将主要负责地方治安

等事务。此外，韩国警方也正式从检方获得分权，今后

警方对部分案件将具备单独的侦办权。此前韩国警方

没有独立办案权，案件必须提交检方，并在检方允许

和指导下进行案件侦办。去年1月1日，隶属于韩国警

察厅的国家搜查本部正式成立，下属搜查企划调整

官、搜查人权担当官、搜查局、刑事局、网络搜查局、安

保搜查局等。去年国家搜查本部将网上等金融诈骗作

为重点，共调查相关案件10万余起，共查办诈骗涉案

人员5万余人，取得重大成果。

总统大选成核心议题

　　2022年3月9日，韩国将进行第20届总统大选，而早

在2021年初开始，大选就已经成为韩国政坛最核心的

议题。目前，由执政党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国民力量

党候选人尹锡悦、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和国民之党候

选人安哲秀组成的“四强”阵容已基本确定，但最终谁

能脱颖而出尚难以判断。最新公布的大选民调显示，

李在明与尹锡悦支持率相差不大，预计未来二者间的

竞争也会愈发激烈。

　　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李在明和尹锡悦可谓泾

渭分明。就对内政策而言，在韩国人近来最为不满的

房地产价格暴涨和政府调控措施不当方面，李在明

主张应提高房地产保有税率以抑制投机，而尹锡悦

则认为应降低保有税及转让所得税以缓解民众税务

压力。就此，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的政策框架是“为百

姓增税”和“为富人减税”，双方围绕房地产政策之

争的口水战正愈演愈烈。在对外政策方面，李在明主

张“国家利益为中心实用外交路线”，反对在中美之

间选边站，上台后会继续发展韩中战略伙伴关系。而

尹锡悦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亲美政策基调，成为总

统候选人后第一个会见的外宾就是来访的美国高

官。尹锡悦反复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强调这是韩

国外交的基轴。

　　目前，李在明和尹锡悦均不同程度存在弱点。首

先是两人都缺乏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活动的经验，执政

和应对危机等能力尚未得到检验。第二是两人均面临

重大司法调查。有观察认为，对于李在明和尹锡悦而

言，司法风险、年轻群体及中间选民选票取向、朝野阵

营单一化等将成为本届总统大选的主要变数。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20多岁年龄层和30多岁年龄层的选票走

向将成为关注重点。还有分析认为，由于距离总统选

举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判断谁能胜出还为时尚早，而

相关司法调查的结果或将对民意变化起到重大

作用。

放弃与病毒共存模式

　　随着韩国疫苗接种率逐步达到集体免疫的70%左

右，韩国政府反复评估后，最终决定去年11月1日开始

大幅放宽各类防疫限制，进入“分步恢复日常生活模

式”，即“与病毒共存”模式。不过一个月后，由于日增

确诊病例接近8000例，韩国不得不被迫放弃“与病毒

共存”模式，宣布恢复社交隔离政策。

　　实施“与病毒共存”模式期间，韩国单日新增病例

开始逐步攀升，去年11月24日首破4000例，12月1日破

5000例，12月7日超过7000例，创下疫情暴发以来的历

史新高。此后，韩国每日确诊人数始终在7000例左右

徘徊，而且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从去年12月初开始

在韩国登陆，进入社区蔓延态势，防疫态势持续恶化

引发了韩国民众和医疗界的严重不安。

　　病例激增后，韩国政府的应对举措之一就是要

求所有新冠肺炎患者确诊后第一阶段必须“居家治

疗”，主要通过线上方式掌握病情并提供药品，家人

则必须共同隔离并为病患提供医疗服务，只有当患

者病情恶化时才准许进入医院治疗。但这一模式在

韩国引发巨大争议，不少人认为这是将治疗的责任

推给并不专业的病患家属，且此种方式很有可能导

致社区感染扩大等。

　　“与病毒共存”防疫模式被叫停，势必要恢复更严

格的社交距离规定。据悉，从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

2日，韩国聚会人数限制将恢复为不超过4人，且要求

完成全程接种，另外还规定餐馆、咖啡馆和酒吧在晚

上9点前关门，电影院和网吧在晚上10点前关门。未

接种疫苗者只能独自外出就餐，或要求外带、送餐。

随着韩国进入聚会、聚餐的高峰期，加上冬季低温利

于病原传播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带来的影响，韩国每

日的确诊破万已经近在眼前，韩国政府势必面临更加

严峻考验。

□ 王一同

　　美国2021年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超过2020年全

年的死亡人数。美国新冠肺炎感染、死亡人数的增长

曲线持续向上攀升，总计77万余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不仅反映了美国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推动科学

抗疫方案的执行，更展现了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

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顽疾挥之不去；

去年夏天极端气象灾害席卷美国多地，其背后更是暴

露出政治博弈下的美国乱象。

政治撕裂致防疫溃败

　　时至今日，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和死亡

人数均为全球最高。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直斥，“这是一场屠杀”！确

实，对美国人而言，这场疫情是天灾，更是人祸——— 根

深蒂固的党派斗争将疫情政治化，让“原本不必死去”

的美国人民失去了生命。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一直鼓

励广泛接种疫苗，去年以来更是两度颁布“疫苗强制

令”。然而，第一份强制令遭到了共和党民众的强烈反

对，由此引发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在全美不断上演；而

去年11月4日发布的第二份强制令，更是戏剧性地仅

两天时间就被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叫停了，法院认

为，拜登政府的疫苗新规存在“严重的法律和宪法”

问题。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之一，也是最早开

始为民众接种疫苗的国家之一。然而，据美国疾控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19日，仅59%的美国人完成

新冠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率落后于许多国家。曾经的

“优等生”，如今“不及格”，深究美国疫情频频反弹的

深层原因，政治撕裂无疑是其中之一。

　　《纽约时报》直言，美国防疫缺陷的根源在于“有

毒的政治环境”。由于美国两党政治对立、社会分裂，

打疫苗、戴口罩等抗疫措施的政治化愈演愈烈。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针对美国新

冠疫苗接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7%的共和党人不

愿接种疫苗，而民主党人的这一比例为6%。根据美国

白宫新闻发布会声明指出，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与接

种疫苗的美国人相比，死于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高达11

倍以上，住院的风险高达8倍以上。《纽约时报》表示，

美国围绕疫苗问题的党派分歧可能已经达到顶峰。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外交事务》杂

志上撰文指出，成功应对疫情的三要素是国家能力、

社会信任和领导力。美国虽在国家能力方面拥有巨大

潜能，但当前高度极化的社会与无能的政客使国家不

能有效运转。美国政治撕裂造成的巨大创口，不仅让

抗疫形势雪上加霜，更将美国社会引向撕裂、断层的

深渊。正如《大西洋月刊》评论所说：“不是新冠病毒撕

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裂。”

暴力执法只是表象

　　美国社会一直呼吁改革警察体系，但改革在两党

争执中举步维艰。很多分析人士指出，警察暴力执法

只是问题表象，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

才是问题根源。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

告员滕达伊·阿丘梅认为，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美国

的法律体系已经无法解决种族不公与歧视。

　　去年4月20日，“跪杀”弗洛伊德的前白人警察德雷

克·肖万被控的两项谋杀和一项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

立。当晚，美国总统拜登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之死让

全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灵魂上的污点”。

　　但无论是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还是肖万被

定罪，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警察对少数族裔暴力

执法的问题。“警察暴力地图”网站数据显示，2020年

美国警察共枪杀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没有枪杀任何

人。非洲裔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占被警察枪杀人

数的28%。2013年至2020年，约98%的暴力执法涉案警察

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而另一

项调查数据显示，遭到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中，黑

人儿童和青少年占了很大比例。2015年到2020年期间，

有近4000名17岁及以下年龄的儿童和青少年遭遇警察

暴力执法，其中黑人女孩遭遇警察暴力执法的比例接

近20%，而相比之下，白人女孩遭遇警察暴力对待的比

例仅为3%。

　　除此之外，去年11月22日，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

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雷纳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

的访问后发表媒体声明，从选举、教育、宗教、刑事司

法、仇恨犯罪等多个方面揭露美国对各类少数群体的

系统性歧视，指出反犹主义、反亚洲言论、仇视伊斯兰

教、对拉丁社区的贬损诽谤和反移民、仇外情绪在整

个国家都呈上升趋势，达到创纪录水平。德瓦雷纳称，

美国缺乏更符合其国际人权义务的全面国家人权立

法，他敦促美彻底改革立法，以防止越来越多的排斥、

歧视、仇恨言论以及针对少数群体的犯罪行为。

灾害暴露两党纷争

　　2021年以来，新冠疫情在美国持续肆虐的同时，

频发的极端天气灾害也给美国造成了巨额损失。根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去

年以来，气候灾害已致美国538人丧生，造成的财产

和基础设施损失高达1048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20

年为1002亿美元。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美国发生18起造成10

亿美元以上损失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在路易斯安那州

和密西西比州，由于飓风摧毁电线，近100万人缺乏电

力和饮用水。在加州，大火威胁着塔霍湖，迫使数万人

逃离。在田纳西州，山洪造成至少20人死亡；西北地区

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热浪。在纽约市，一天内短短几个

小时就下了七英寸深的雨，导致地下室中的人溺亡。

　　在巨额损失的背后，暴露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基

础设施建设的老旧落后问题。去年11月15日，拜登在

白宫签署总额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

法案》。

　　该法案的签署来之不易。去年8月10日，美国参议

院通过了这一法案。此后，拜登政府和国会两党成员

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烈政治争吵，最终推动法案于去

年11月10日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

　　有分析指出，美国“基建落后、无力应对极端恶劣

天气”的问题存在已久，可美国政府却不愿在基础建

设、医疗保健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加大财政投

入，反而连年增加军费开支，热衷于充当“世界警察”。

美国民众在灾难中得不到保护，而美国政客对此毫不

关心，也不承担任何后果。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陈润泽

 

　　在2022年开年之际，随着奥密克戎毒

株的全球传播，印度迎来了第三轮疫情。不

同于前两轮疫情，此轮疫情在印度一经开

始发展就极为迅速。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

的统计数字，13日印度报告单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247417例，为去年5月以来单

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卫生专家预测指

出，此轮疫情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印度

“疫情海啸”或将袭来。

多个政府机构“沦陷”

　　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11日印度报

告新增病例168063例，连续第5天日新增病

例超过10万例，10日更是报告了179723例，

而在2021年12月31日全印报告了1.6万余例

新增确诊病例，在短短十天内激增了10倍。

　　根据印度官方消息，在11日报告的病

例中，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为4461例。首

都新德里的检测阳性率已达25%，是自去

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轮疫情甚至在印度国会、最高法院

等多个政府机构暴发。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10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而印度国会在1月4日至8

日对全体议员及工作人员进行新冠检测，

一共1409人接受检测，新冠阳性多达402

人，阳性率高达28.5%。

　　据印媒10日报道称，该国目前至少已

有4名最高法院法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大约150名最高法院工作人员感染新

冠病毒。据悉，印度最高法院共有32名法

官，3000多名工作人员。此外，印度德里有

超300名警务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

　　公共卫生专家拉查那·库奇瑞亚指出，

尽管奥密克戎毒株比此前的毒株造成的症

状轻，但是当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时候依然

会存在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里，系统都会很快

崩溃”。

　　为了应对疫情，印度当局已经要求50%的副

部长级别及行政主管级别以下的官员和工作人

员在家办公，所有孕妇和残疾人都可以在家上

班，所有的政务会议都在线上举行。

举行地方选举引民众不满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坚持按计划举行地方选

举的行为，也引起了一些民众和专家的不满，全

然忘记了去年春季因为举行选举，该国疫情一度

滑向不可控态势。

　　从2月10日开始，北方邦等5个邦将举行邦议

会选举，这些地区的注册选民高达1.8亿。据《华

盛顿邮报》9日报道，数周以来，印度全国上下为

是否应如期举行选举发生激烈争论。包括

北方邦高等法院法官在内的一些官员敦促

选举机构推迟选举并禁止各政党举行

集会。

　　印度首席选举专员钱德拉8日宣布，在

和公共卫生机构进行磋商后决定，5个邦将

如期举行选举。他同时宣布，各政党需要暂

停举行游行和集会至少一周，直到15日，届

时选举委员会将重新评估暂停禁令。不过

近期，几乎每一个将参与选举的党派都举

办了声势浩大的竞选集会。

　　美联社等媒体9日报道称，在过去几周

内，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数个城市，在集会上

向人群发表演说。印度人民党的对手也无

视防疫要求，加大竞选力度。上周，印度国

大党组织了一场马拉松，数千人不戴口罩

跑步。由于太过拥挤，甚至发生踩踏事件。

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是平民党的领

袖，他在举行集会活动后感染了新冠病毒。

人员聚集加剧疫情蔓延

　　除政治集会外，去年印度的一些大量

民众聚集活动也是疫情急剧恶化的重要因

素，在今年，熟悉的情节极可能重演。

　　萨格尔岛位于西孟加拉邦恒河三角

洲、加尔各答以南约100公里，是印度教著

名的朝圣中心。每年1月14日至15日，众多

印度教徒来到该岛南部冈加萨格尔拜谒、

沐浴。

　　印度眼下新冠疫情迅速反弹，卫生专

家担忧，这场活动可能成为“超级传播”事

件，加剧疫情蔓延。

　　负责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西孟加拉邦

官员班基姆·哈兹拉11日称，数以万计朝圣

者已经抵达冈加萨格尔，“人数可能激增至

80万到100万，我们正试图执行所有防疫规

定”。

　　按哈兹拉的说法，为避免聚集，他们原

本准备在空中用无人驾驶飞机洒恒河水，

但是宗教界高层人士坚持要人们浸入水中，“我

们阻止不了他们”。

　　据法新社10日报道，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于7日

驳回一名医生要求取消该庆祝活动的要求。此外，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于11日裁定，所有朝圣者必须

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目前尚不清楚法院上述裁

决能否得到执行，而且节日临近，数量如此庞大的

朝圣者能否赶在这几天做完核酸检测也未可知。

　　这一印度教节日的庆祝活动已于8日开始，

将在17日前达到高潮，预计将有数十万人参加。

美国密歇根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布拉马尔·慕克吉

说，这场聚集活动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去年

印度北部“大壶节”期间，大量民众聚集在恒河岸

边祈祷并下水沐浴，高峰时一天有数百万人同时

聚集，加剧了德尔塔毒株在印度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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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本月10日开始，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的“安全

保障”谈判轮番上演，但正如外界预判的那样，由

于分歧过于严重，谈判最终无果而终。不仅如此，

谈判后美国甚至准备再次出台新的制裁法案。国

际社会认为，俄方希望美方给出“乌克兰永远不加

入北约”的承诺，目标是北约停止东扩，美国不在

乌克兰部署威胁俄罗斯的武器，而美方对此不仅

明确拒绝，还把本轮谈判看作是去年6月“普拜会”

后达成的俄美战略磋商机制下的第三次会谈。立

场分歧严重，结果可想而知。

　　此次“安全保障”方案是俄方基于当前美

攻俄守的整体战略态势提出的，目的就是最大

限度保障自身安全，将当前俄美（北约）的矛盾

焦点——— 乌克兰问题（乌东局势）置于可控范

围。在10日最先开始的俄美谈判中，双方进行

了7个半小时的闭门磋商，但可惜的是最终无

果而终。不仅如此，谈判的破裂再次加剧了乌

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俄美谈判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主席罗伯特·梅南德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的

对俄制裁草案，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对此回应

称，美国立法者制定的反俄制裁草案是具有挑

衅性且毫无远见的，“限制措施吓不倒我们”。

安东诺夫强调，美国政府及政客散布“俄罗斯

终将入侵乌克兰”的言论，并将其假定成事实

来威胁俄罗斯，这不可接受。

　　反观俄方，在谈判结束后，俄在此前军事

部署的基础上再次调集了3000名士兵及300件

各类军事装备，包括重武器，在西部举行例行

性军事演习。正如普京此前多次警告的一样，

如果北约不停止一切东扩的举动，那么俄罗斯

只能采取一些军事措施来解决问题。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认为，俄方

认为西方不大可能接受“安全保障”方案，这在

逻辑上意味着俄方不得不依靠自己保证自身

安全。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在本国内的军事调

动及部署均属例行性项目，没有特定针对目

标。但无疑，俄方的举动将再次给美欧制裁“借

口”，一轮谈判下来，双方不仅矛盾未解，反而

再次陷入“死循环”。

　　观察人士认为，此次的俄美安全对话非常

关键，俄与西方关系的核心仍然是俄美关系，

如果俄美间根本性矛盾不能通过对话谈判解

决，双方关系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善。由于俄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缺乏战略互信，尽管各方

正在密集展开对话，但短期内矛盾恐难化解，

各方政治博弈仍将持续。

俄美步调不一 “安全保障”谈判无果而终

国际观察

司法改革 大选 防疫

2021年三大事件牵动韩国民众

透视政治博弈下的美国乱象

　　图为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逮捕。    新华社发

　　图为1月8日在印度新德里拍摄的关闭的店铺。        新华社发 帕塔·萨卡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