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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卡洛

斯·戈恩。

（ 资 料 图 片 ）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 本报记者   吴琼

　　据日法两国媒体报道，负责调查

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

涉嫌挪用法国汽车巨头雷诺公司资金

一案的法国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等三人

7月初已抵达日本，向日方了解详情。

自从戈恩戏剧性地逃离日本后，他的

主要法律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

法国。在法国，他被指控用雷诺的资金

购买了一艘游艇并举办妻子的生日派

对，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赴日展开调查

　　7月2日抵达东京的法国预审法官

和检察官等三人计划询问日方相关人

士，是否知晓戈恩挪用资金案的金钱

往来情况及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据报道，戈恩在兼任雷诺董事长

的2010年，在雷诺和日产的企业联盟

统管公司与中东阿曼的汽车销售代理

店“SBA”之间的金钱往来中，涉嫌滥

用公司资产、行贿受贿及洗钱。

　　还有报道称，戈恩涉嫌以“奖金”等

名义让雷诺向SBA支付钱款，自己再从

SBA那里获得部分回扣。所涉款项高达

1500万欧元（ 1欧元约合人民币6.84

元）。不过，戈恩始终否认有关指控。

　　此外，雷诺公司一直就戈恩担任董

事长期间是否有不法行为开展内部调

查。之前，雷诺公司曾向检察机关检举称，

戈恩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婚礼的相关费

用也有可能是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颇具戏剧性的是，戈恩曾因以同样

方法将日产的资金违规支付给SBA，遭

到日方起诉。2018年11月，戈恩受到日方

多项指控，包括挪用公款、瞒报收入、向

企业转嫁个人投资损失和严重背信，戈

恩本人否认全部指控。2019年4月，戈恩

再度被捕。之后，法院同意戈恩保释，但

要求其不得离开日本。日本法院原定

2020年4月开庭审理戈恩一案，但是他于2019年12月离奇逃

离日本，抵达黎巴嫩后炮轰日本司法机构对他“不公”。由

于与黎巴嫩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日本检方在戈恩逃离后

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今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对被控违反同一法律的原

戈恩亲信、日产前代表董事凯利作出有罪判决。当时，

戈恩还就此评论称“这是为了保全日本司法以及予以

配合的日产的体面而作出的判决”。

发出国际通缉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法方办案人员赴日调查戈恩

挪用资金案，也是无奈之举。

　　自法国相关部门2020年2月就戈恩涉嫌挪用雷诺

公司资金一案正式启动调查以来，戈恩一直摆出拒不

配合的态度。2020年7月，法国司法部门曾传唤戈恩，但

戈恩表示仅愿意在黎巴嫩接受相关问询。2021年，法国

调查人员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戈恩与阿曼汽车

经销商的互动以及他在各种活动和旅行上的支出对他

进行讯问，但此行对查案几无助益。今年4月，法国检察

部门对戈恩发出了国际通缉令。

　　据悉，通缉对象除了戈恩，还有中东阿曼的汽车销

售代理店相关人员等4人。知情人士称，其中一项通缉

令针对的是亿万富翁苏海勒·巴万，他在阿曼拥有一家

汽车经销公司，检方指控该经销公司将雷诺的资金用

于戈恩的个人用途。另外的通缉令则是针对苏海勒·巴

万的两个儿子和这家汽车经销公司的前总经理。

　　《华尔街日报》称，对于坚称“自己是日本不公正司

法制度牺牲者”的戈恩而言，法国对其发布国际通缉令

是一个“新打击”。

　　关于所涉嫌疑，戈恩一直强调说：“我不曾从雷诺

和日产非法获得过一分钱。关于SBA，我也没有挪用资

金。”他表示，已准备好主张无罪。当被问及是否打算前

往法国接受调查时，他辩称“黎巴嫩当局禁止我出境”，

还表示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噩梦”。

多宗官司缠身

　　在日方指控触发了法国检方对戈恩涉嫌挪用雷诺

公司资金一案的调查之后，这位声名在外的汽车大亨

在全球面临多个法律挑战，可谓官司缠身，想要修补声

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有报道称，雷诺-日产联盟的荷兰子公司涉嫌“滥

用社会资产”。从2019年开始，巴黎司法部门已经开始

此案的相关调查，戈恩也牵涉其中。另据法国《自由人

报》消息，这家荷兰子公司被指控的理由是“没有自己

的经营活动”“没有雇员”“主要用于向高层管理人员支

付丰厚的报酬”，其中支付报酬的对象就包括戈恩。

　　此外，荷兰一家法庭2021年5月20日裁定，戈恩应

退还从日产和三菱合资的子公司领取的近500万欧元

薪酬。戈恩表示对这一判决感到“震惊”。

　　美联社报道称，已经四面楚歌的戈恩日前在接受

采访时剖析了他在日本、法国和荷兰的“法律麻烦”，详

细介绍了他如何策划从大阪逃至黎巴嫩，并担忧会因

官司缠身而被困在黎巴嫩。

　　目前，戈恩将受到怎样的法律惩处尚不可知。但因

曾策划并亲自上演“离奇大逃亡”，他未来的命运也受

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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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宁

　　

　　在参议院选举进行之际，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势

力再度蠢蠢欲动。7月3日，日本朝野9名政党党首在电

视节目中围绕《日本国宪法》修改问题交换了意见。尽

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修宪表达意愿称“希望推进国

会的讨论和国民的理解”，但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

及日本共产党、日本社民党等多个政党明确反对

修宪。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保守势力借助俄乌局势渲染

炒作危机，视当前为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良机”，今

后相关进程恐将进一步加速。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

士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许多日本有识之士指出，

修宪动向非常危险，可能把日本推向深渊、重蹈战争

的覆辙。

9党党首意见两分

　　日本朝野9个政党党首在3日的日本广播协会

（NHK）节目中，围绕参议院选举争论点之一的修改

宪法交换了意见。

　　尽管岸田文雄把自卫队写入第九条等该党修宪

方案4个项目称为“紧要课题”，但立宪民主党党首泉

健太则表示“修宪并非最优先课题”，对修宪势力的

积极姿态予以牵制。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更直接

质问岸田文雄为何急于修宪，并对修宪表示坚决

反对。

　　此外，志位和夫还在党首讨论时提及围绕防卫费

的自民党竞选承诺，批评称“（日本）将变成给他国带

来威胁的军事大国”。

　　目前，从政党主张来看，参加此次参议院选举的9

个政党中，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等4个政党被

视为修宪派，但各党对修宪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而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以及日本共产党、日本社民党

则明确反对修宪。

　　从民众意愿来说，在日本政府和媒体渲染炒作安

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修宪的赞成派和反对派力量对

比处于伯仲之间。

　　据日本媒体民调结果，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

日本民众最关心的还是政府的经济对策问题，达

到39％的比例，而关心修宪的民众只占4％的比例。

　　根据日本《国民投票法》，宪法修改首先要在参众

两院各获得至少三分之二国会议员的支持，国会获得

通过后，还要举行全民公投，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支

持后才能决定修改。尽管日本自民党在上次众议院选

举中取得好于预期的胜利，此次参议院选举也形势大

好，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社会对修改宪法已经达成

共识。

国内不乏正义之声

　　现行的《日本国宪法》被称作“和平宪法”，自1947

年颁布实施以来，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

治影响力。和平宪法最核心的是第2章第9条，其中规

定，“日本国民真诚地希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

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

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

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

交战权”。在和平宪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专守防卫”、

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无核三原则”的日本防卫基

本准则。

　　和平宪法确保了日本的和平路线，给日本带来了

和平与繁荣。然而，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从其诞生之日

起就视其为“耻辱”，多次尝试推动修宪为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清除障碍。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政治呈现右倾化趋

势，修宪主张抬头。特别是岸田上台以来，多次表明推

进修宪的立场。俄乌危机以来，日本保守势力更是认

为“机会”到来，在众议院几乎每周召开宪法审查会，

计划在参议院选举获胜后正式提出修改宪法提案。

　　然而，日本国内不乏主张修宪不利和平的正义

之声。

　　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日本立宪民主党候选人水

野素子主张，日本应当坚持和平宪法的和平主义精

神，坚持“专守防卫”，反对战争，为世界和平作出

贡献。

　　日本共产党候选人浅贺由香主张，借机扩军、修

改宪法是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道路。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

也指出，那些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企图破坏和平宪法第

9条。这一动向会引起临近各国对日本的担忧和警惕，

是与构建亚洲和平背道而驰的愚蠢行为，我表示强烈

反对。

多家日媒表示担忧

　　国际社会关注到，俄乌危机以来，日本保守势

力炒作安全威胁，偏离和平路线，寻求军事“松绑”

动作频频。不但大幅提高防卫预算，还突破“专守

防卫”原则发展先制打击能力；不但不断强化美日

军事同盟，还积极与北约、五眼联盟等军事集团

勾连。

　　在上述背景下，多家日本媒体对参议院选举后的

修宪动向表示担忧，并指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只能

加剧地区国家对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路线的担忧，

不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繁荣。

　　针对岸田提出的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以及

在宪法中增加紧急事态条款，《京都新闻》7月3日

发表社论指出，各项民调显示，民众对将自卫队写

入宪法意见两分，在修宪之前，更加慎重的研究不

可或缺。社论还质疑，在已有紧急事态相关立法的

背景下 ，是否真有必要在宪法中增加紧急事态

条款。

　　鉴于7月10日的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公明党

及日本维新会等朝野修宪势力将可能继续控制三分

之二以上议席，再次越过启动修宪进程的“门槛”，

《京都新闻》3日的社论还呼吁日本各个政党，不要煽

动炒作危机，在深思熟虑后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修宪判断。

　　包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律师内田雅敏在内的

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亚洲各国民众均指出，如果

不维护和平宪法，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深化

友好关系，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他们希望岸田政府

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倾听国内外爱好和平的民意呼

声，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

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警惕！日本修宪出现新动向

环球关注

　　图为日本民众集会反对修宪。                         （资料图片）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近日，多家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

示，距5月10日就任韩国总统仅两个月之际，尹锡悦

的支持率就已跌破半数，仅为45%左右。为此，韩国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充满忧虑。韩国各界众说纷纭，

分析尹锡悦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原因。

施政满意度不达标

　　7月7日，韩国民调机构“公正”发布的尹锡悦施

政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2.7%的民众表示“还

算不错”，认为“不怎么样”的则占52.9%，这意味着

超过半数的韩国民众对尹锡悦的施政并不满意。针

对尹锡悦上台后的首次外访，多达48.3%的民众给

予负面评价。

　　围绕总统执政初期支持率就跌破半数，韩国执

政党内部出现强烈危机感。7月6日，执政党国民力

量党国会代表权性东认为，从上届政府开始的高物

价、高汇率现象仍未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如果执

政党不能早日约束党内矛盾公开化等问题，那么总

统的支持率很难上升。前国民力量党临时党首金钟

仁则指出，目前尹锡悦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并未公布

明确的施政蓝图。如果低支持率持续下去，未来总

统和政府面临的施政困难将越来越大。

下跌原因众说纷纭

　　分析人士认为，多重负面因素叠加，拉低了尹

锡悦的支持率。

　　首先是执政党内部冲突的表面化。这被认为是尹

锡悦支持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

7月4日公布的民调结果也证实，尹锡悦支持率下降的

最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内部矛盾加剧”（24.5%）。

　　二是总统人事提名存在问题。组阁过程中，多

位部长提名人被曝出丑闻。以卫生福利部长官提名

人为例，先后有两位提名人因以权谋私和违反政治

献金规定等不当行为被迫辞去提名人资格。

　　三是韩国面临的高通胀等经济危机。因无力抵

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尹锡悦政府被民众批评为无

能。韩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6%，为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四是尹锡悦不恰当的说话方式。7月5日，当在

上班路上被记者问及“人事提名是否存在问题”时，

尹锡悦强硬地反问到：“那么你们在上届政府提名

的部长人选中有看到优秀的人吗？”在此过程中，尹

锡悦还提高了嗓门并挥动手臂，表现出了不悦。

韩国媒体忧心忡忡

　　7月7日，《韩民族新闻》评论认为，在就任两个

月之际，尹锡悦的支持率大幅下跌向人们传达出一

些十分沉重的信息。在很多韩国国民看来，无论使

用多么华丽的辞藻，也无法掩饰现政府对民生问题

的漠不关心。

　　“尹锡悦支持率跌破半数，应该反省是否展现

了能够克服危机的领导能力。”韩国《东亚日报》的

社论称，就职两个月的尹锡悦支持率跌破半数，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能力问

题。韩国新政府面临的危机状况可用“整体困境”来

形容，由于高物价、高汇率、高油价等，韩国企业和

民生经济受到了直接打击。

  通常来讲，韩国新总统上任的前100天非常重

要，因为这是为未来5年实现朝野政党合作、凝聚国

家力量打基础的时期。《东亚日报》认为，新政府目

前的问题是，能否让国民相信其具备了克服这些问

题的能力。

负面因素叠加 尹锡悦支持率跌破半数

□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日，欧盟近20年来在数字领域最重大的立法

努力出现新进展。当地时间7月5日，欧洲议会以压

倒性多数分别通过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

法》。这两部法律还有待欧盟最高决策机构——— 欧

洲理事会的批准，并经欧洲议会议长、欧洲理事会

主席签署后方能生效。

　　舆论分析称，欧盟推出《数字服务法》与《数字

市场法》的目标是限制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

头。欧盟方面则表示，这两部法案旨在规范数字市

场秩序，限制科技巨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剑指科技巨头软肋

　　7月5日，《数字服务法》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

票中以539票赞成、54票反对、3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获得通过，《数字市场法》则以588票赞成、11票反

对、3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这两项法案各有侧重，但均剑指科技巨头的软

肋。《数字服务法》规定，在欧盟经营的大型门户网

站和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加强对非法内容的审查和

用户数据的保护，及时删除非法和有害的在线内

容，包括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假货交易信息等。总

体来说，《数字服务法》旨在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及其

在线基本权利、为在线平台建立强有力的透明度和

明确的问责框架，以促进欧盟内部市场的创新、增

长和竞争力。此外，法律推出后，科技巨头也无法再

托庇于旧有的“避风港原则”（即网络平台不对其用

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数字市场法》规定，提供社交网络、搜索引擎

等“核心平台服务”的科技巨头被认定为“看门人”

企业，在开放性、广告投放、用户权益等方面需接受

严格的市场监管。具体来说，被认定为“看门人”的

科技巨头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其他竞争企

业，不能未经用户许可强行推送广告或安装应用软

件等。

　　相较而言，《数字服务法》侧重从内容及形式等

方面规范数字企业提供的服务，以此更好保护欧盟

消费者；《数字市场法》旨在规范数字市场，尤其是

数字企业之间的竞争，避免跨国科技巨头凭借垄断

优势在欧洲市场过度扩张。

　　违反上述两项法案的企业都将被处以巨额罚

款。其中，违反《数字服务法》的企业可被处以全球

营业额6%的罚款，在屡次严重违规的情况下，还可

被禁止在欧盟单一市场内运营；违反《数字市场法》

的企业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营业额10%的巨额罚

款，再犯可处年营业额20%的罚款，系统性违规可

能面临重组等监管要求。

两项法案落地不易

　　目前来看，自2020年这两项法案的草案被提出

以来，立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近年来，欧盟内部数字市场被美国科技巨头严

重挤压。长期以来，欧盟都希望对这些企业把控客

户数据、肆意推广广告及服务等涉及垄断的经济行

为进行规制。

　　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欧盟推出《数字服务

法》及《数字市场法》草案。这两项法律草案代表了

21世纪欧盟互联网立法的首次重大改革，旨在助力

构建更加安全的数字环境、保护用户基本权利、建

立公平竞争环境。

　　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玛格

丽特•韦斯塔格直言，《数字服务法》及《数字市场

法》旨在扭转乱象、恢复秩序，约束在市场中占主导

地位的网络“看门人”企业。

　　不过，看似得到欧盟方面力推的《数字服务法》

及《数字市场法》，要想最终“落地”，属实不易。

　　首先，法案在立法过程中遭到美国科技巨头

的反对之声，而这其实并不出人意料。谷歌、推

特、Meta等科技巨头各尽所能削弱法律草案的威

力，并呼吁欧盟监管机构出台“不会让创新速度

放慢的恰当、均衡的法规”。

　　其次，欧盟内部对法案的出台也有诸多顾

虑。一些国家担忧法案可能影响自身对美国科技

企业投资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声音认为，加强市

场监管可能阻碍欧洲数字经济的创新。因此，两

项法案均遭遇不小阻力。直到今年3月和4月，欧

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的成员代表方才分别就这

两项法案达成了一致。

　　此次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后，两项法案还需通过

欧洲理事会的批准，并经欧洲议会议长和欧洲理事

会主席签署后，方能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并在

公布20天后生效。此外，生效后还将有一定过渡期

才会正式应用。

　　有媒体预计，《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大

约将于2024年1月前后生效实施。

“组合拳”蓄势出击

　　事实上，在数字领域遏制科技巨头的不当行为

已成为近年来各国的重要立法活动。此前，欧盟及

其成员国就曾多次出台监管和罚款措施，对互联网

巨头进行规制。而《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是

欧盟近20年来在数字领域的最重大立法，提供了一

套统一的欧盟数字规则。

　　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认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

市场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将组成一套蓄势出击的

“组合拳”，约束谷歌、推特、Meta等科技巨头的权力。

　　由此可以预计，这两项法案实施后，欧盟与美

国科技巨头的博弈将更为激烈。

　　据悉，为在《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生效后

更好地推进法律的实施，欧盟各成员国都将任命一名

数字服务协调员，与欧盟机构协作开展监督工作。此

外，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已经建立一个《数字市场法》

工作组，预计将有大约80名官员加入。欧洲议会议员

安德里亚斯•施瓦布犹嫌不足，呼吁成立一个更大的

特别工作组，以“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雄厚财力”。

　　目前来看，与2010年欧债危机中出台《泛欧金

融监管改革法案》、在欧洲中央银行下设立监管机

构以加强监管系统重要性如出一辙，《数字服务法》

和《数字市场法》也必然会在强化数字市场监管和

推动平台合规建设的同时，为欧盟单独设立针对大

型数字平台的监管机构提供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从一定程度上讲，欧盟相继出

台两项数字法案，对全球加快数字经济立法、保护

消费者及规范市场竞争具有积极作用。不过，显而

易见的是，如果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强监管法律

及后续配套措施落地，势必加大欧美之间的贸易摩

擦，使欧美乃至全球贸易前景更趋复杂。

规范数字市场秩序 加强非法内容审查

欧洲议会通过数字法案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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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两部数字法

案，旨在进一步限制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场行为，规

范欧盟数字市场秩序。图左为欧盟委员会负责竞

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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