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第二十届总统选举为中心

研析韩国政党政治
①

李永春

　　摘　要：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韩国举行第二十届总统选举。综观本届选举，“社会分

化”“聚散离合”“两大党垄断体制”等韩国政党政治的痼疾依然存在。由于房价高涨、“昏

招”频出、派系纷争等原因，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惜败于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

今后，“朝小野大”格局将加剧“府会之争”，各政党均面临重新洗牌，其结果将影响韩国政

党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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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韩国新一届总统选举落下帷幕。经 过 激 烈 角 逐，

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分别获得４７．８３％

和４８．５６％的选票，尹锡悦当选为新一届总统。② 综观此次总 统 选 举，阻

碍韩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诸多痼疾仍然存在，而曾经发出“执政２０年”

豪言壮语的共同民主党受到国民的“审判”，其败因引发人们关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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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虽然时隔五年实现了“政权交替”，但进步阵营仍然掌握着国会过半

数议席，这将成为新政府施政的掣肘。

　　一、韩国政党政治痼疾依然存在

　　（一）社会分化状况依然严重

此次大选过程及 其 结 果 表 明，虽 然 实 现 政 治 转 型 以 后，韩 国 政 党 政

治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以地区、理念、代际、性别等 为 依 据

产生的社会分化 状 况 依 然 严 重，成 为 不 同 政 治 势 力 进 行 政 治 动 员、实 现

其政治目的的资 源 和 工 具，助 长 了 韩 国 社 会 的 分 裂 和 对 立，影 响 了 韩 国

政党政治健康发展。

第一，地区分化、理念分化。由于历史原因，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浓

厚的地域主义色彩，而地区分化又与理念分化密切相关。每当举行重大

选举时，岭南地区和 湖 南 地 区 分 别 成 为 保 守 派 政 党 和 进 步 派 政 党 的“传

统票仓”，即岭南地区绝大部分选民具有鲜明的保守倾向，将选票投给保

守派政党及 其 候 选 人，而 湖 南 地 区 绝 大 部 分 选 民 则 具 有 鲜 明 的 进 步 倾

向，把选票投给进 步 派 政 党 及 其 候 选 人，呈 现 出 非 常 明 显 的 地 区 分 化 和

理念分化特点。在本届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在湖南地区获

得了压 倒 性 优 势，在 光 州 市、全 罗 南 道、全 罗 北 道，分 别 获 得８４．８２％、

８６．１０％和８２．９８％的选票。与此相比，尹锡悦则在岭南地区占据绝对优

势，在釜山市、蔚山市、庆尚南道，分别获得５８．２５％、５４．４１％和５８．２４％

的选票，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分别获得７５．１４％和７２．７６％的选票。①

第二，代际分化。在 韩 国，不 同 年 龄 层 具 有 不 同 的 政 治 倾 向。年 长

选民的政治倾向普遍偏向保守，而年轻选民则普遍具有比较进步的政治

倾向。综观本届选 举，这 种 代 际 分 化 依 然 存 在，且 比 较 明 显。据 一 项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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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民调显示，在２０岁—２９岁 年 龄 段 选 民 中，李 在 明 和 尹 锡 悦 分 别 获 得

４７．８％和４５．５％的选票；在３０岁—３９岁年龄段选民中，李在明和尹锡悦

分别获得４６．３％和４８．１％的 选 票；在４０岁—４９岁 年 龄 段 选 民 中，李 在

明和尹锡悦分别获得６０．５％和３５．４％的选票；在５０岁—５９岁年龄段选

民中，李在明和尹锡悦分别获得５２．４％和４３．９％的选票。但在６０岁以

上选民中，结果发生了逆转。在６０岁—６９岁选民中，尹锡悦和李在明分

别获得６３．３％和３３．９％的选票。在７０岁以上选民中，尹锡悦和李在明

分别获得７２．５％和２５．６％的选票。① 由此可见，在２０岁—２９岁、３０岁—

３９岁以及５０岁—５９岁年龄段选民中，代际分化有所缓和，但在４０岁—

４９岁及６０岁以上年龄段选民中，代际分化反而进一步加剧。

第三，性别分化。在 韩 国 政 党 政 治 历 史 上，性 别 差 异 难 以 作 为 一 种

资源和手段被用 于 政 治 动 员，但 在 本 届 选 举 中，却 出 现 了 性 别 分 化 的 倾

向。这种倾向在２０岁—２９岁年龄段选民中尤为突出。据一项出口民调

显示，在这一 年 龄 段 男 性 选 民 中，尹 锡 悦 和 李 在 明 分 别 获 得５８．７％和

３６．３％的选票，尹锡悦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女性选民中，李在明和尹锡悦

分别获得５８．０％和３３．８％的选票，李在明占据绝对优势。② 近年来，韩国

年轻人围绕性别 问 题 产 生 的 矛 盾 日 益 激 烈，成 为 一 种 新 的 社 会 现 象，其

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 围 绕“女 性 配 额 制”③，年 轻 男 性 和 女 性 之 间 形 成 了

尖锐对立。年 轻 男 性 认 为，在 就 业 竞 争 日 益 激 烈 的 情 况 下，“女 性 配 额

制”对他们造成 了 一 种 逆 向 的 性 别 歧 视，反 对 实 施 这 一 制 度。为 了 获 取

年轻男性的支持，国民力量党将这种“性别冲突”作为一种手段进行政治

动员，提出废除“女性家庭部”的相关政策。对此深感危机的年轻女性集

结力量支持李在明，从而造成了上述性别分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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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党的聚散离合依然严重

纵观韩国政 党 政 治 历 史 可 以 发 现，政 党 聚 散 离 合 异 常 频 繁。据 统

计，自１９４５年光复以来，韩国先后出现过５００多个政党，诸多政党平均寿

命只有３年左右，有的甚至不足１年。因此，如果一个政党能存续１０年

就被称为“长寿政 党”。① 在 本 届 选 举 中，韩 国 政 党 政 治 的 这 种 痼 疾 依 然

存在，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在离大选不到一周的３月３日，国民之党

候选人安哲秀突然宣布辞去总统候选人资格，转而支持国民力量党候选

人尹锡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头条新闻。此前３天，他还信誓旦旦地表

示，要为打破“两 大 党 垄 断 体 制”桎 梏，实 现 多 党 制 坚 持 到 底。从 安 哲 秀

从政１０年的履历看，这是他第四次中途退出选举。对此，政界普遍认为

是因为面对持续低迷的支持率，他判断即便坚持到底也毫无益处。如果

尹锡悦败选，安哲 秀 要 承 担 政 权 交 替 失 败 的 责 任。但 是，如 果 通 过 候 选

人单一化获胜，不仅 可 以 获 得“政 权 交 替”的 大 义 名 分，而 且 今 后 还 可 以

通过两党合并在新政权内占有一席之地，以图东山再起。②

（三）“两大党垄断体制”高墙难以逾越

韩国实施多党制，但多年以来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的两大政党在重

大选举中占据显著 优 势，从 而 形 成 了 朝 野 两 大 政 党 长 期 把 持 国 会 的“两

大党垄断体制”，其根源可追溯至１９９０年的“三党合并”。代表新军部的

执政党民主正义党 希 望 突 破“朝 小 野 大”的 格 局。金 泳 三 的 统 一 民 主 党

希望在下届总统选举中 获 胜。金 钟 泌 的 新 民 主 共 和 党 希 望 克 服 弱 小 政

党的局限参与执政。三方经过协商，宣布合并成立民主自由党。由此诞

生了具有２１７席的超级执政党，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金大中领导的具有

７０席的和平民主党。此后，以岭南地区为传统地盘的保守派政党和以湖

南地区为传统地盘的进步派政党经过激烈角逐，轮流掌握国会并选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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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朝野两大政党的竞争中，根本就没有“第三党”的立足之地。韩国

实施小选举区和比 例 代 表 制，这 种 选 举 制 度 存 在“强 者 通 吃”的 缺 陷，不

利于中小政党发展。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在２０２０年国会选举时引入“准

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但由于未来统合党（后改称“国民力量党”）和共同

民主党恶意 运 用 该 制 度 分 别 创 立 卫 星 政 党，践 踏 了 选 举 制 度 改 革 的 初

衷，使得国民之党在２０２０年国会选举中遭到惨败，只获得３个比例代表

议席。安哲秀 呼 吁 进 行“多 党 制 政 治 改 革”。然 而，在 本 届 选 举 最 后 阶

段，安哲秀突然宣 布 退 出 选 举 并 支 持 尹 锡 悦，还 表 示 在 选 举 结 束 后 将 国

民之党与国民 力 量 党 合 并，与 其 主 张 的“多 党 制 政 治 改 革”背 道 而 驰。①

这种情况下，正义党 候 选 人 沈 相 奵 作 为“第 三 党”代 表 孤 军 奋 战，但 最 终

未能逾越“两大党垄断体制”高墙，只获得２．４％的选票。②

　　二、共同民主党败选的原因

　　韩国政党政 治 有 一 种 独 特 的 现 象，即 自 实 现 政 治 转 型 以 来，进 步 派

和保守派每隔１０年轮流执政。但在本届选举中，共同民主党败选，从而

打破了这一规律，其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房价高涨激起民怨

在本届选举 中，焦 点 问 题 是 居 高 不 下 的 房 价。文 在 寅 政 府 执 政 以

来，为了稳定房价满足国民住房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政策，但是旨

在保护租户利益的政策适得其反。政府和执政党在国会快速通过的“租

赁三法”③导致原 本 就 高 的 房 租 大 幅 上 升。政 府 制 定 上 述 政 策 的 初 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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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三法”指２０２０年７月韩国政府颁布的《住房租赁保护法》修正案，包括合同续签请求

权制度、全租月租上限制度和全 租 月 租 申 报 制 度。此 法 规 定，将 租 户 的 续 租 权 从２年 延

长到４年，续约时全租、月租的涨幅不得超过５％。房东在与租户签 订 合 同 后，必 须 在３０
天内向所在地政府申报合同内容。



要保护租赁市场中 的“弱 势 群 体”，即 租 户 的 利 益，防 止 房 东 大 幅 提 高 房

租，以及保障租户的续租权，以便更好保障租户居住稳定，但适 得 其 反。

上述法规引发了房东们的“恐慌心理”。为减少损失，不少全租房东决定

不再外租，导致全租房源枯竭，租金大幅飙升。２０２０年下半年，首尔市全

租房租金上涨率达到１０．８％，创下自１９８６年ＫＢ国民银行开始进行相关

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① 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了以年轻一代为中

心的“恐慌性购买”现象。其结果是，以保障租户居住稳定为目标而制定

的法律，最终引发房地产市场的剧烈震荡。房地产政策失败成为此次选

举出现政权更替的直接诱因。②

（二）共同民主党“昏招”频出失去民心

在广大支持者心目中，共同民主党“善良且有正义感”。这是该党长

期以来与独裁政权进行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但是，自文在寅政府

执政以来，由于该党“昏招”频出，被保守派利用进行政治攻击，损毁了自

身在广大支持者心目中 的“光 辉 形 象”，导 致 在 本 届 选 举 中 失 败。对 此，

该党领导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铁杆党员和支持者过度的热情也对

该党领导层决策产生了影响。

第一个“昏招”是对“曹国事件”③应对不力。时任党首李海瓒认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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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总体性失败，要留下“房 地 产 惩 毖 录”》，〔韩〕《中 央 日 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ｊｏｏｎｇａｎｇ．ｃｏ．ｋ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５０５６３９９．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文在寅过去５年施政最大错误，

选择“房地产政策”的受访者最多，占受访者总数的４１．８％。具体情况参见韩国中央选举

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ｓｄｃ．ｇｏ．ｋｒ／ｐｏｒｔａｌ／ｍａｉｎ．ｄｏ．
“曹国事件”指韩国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曹国被任命为法务部长官之后，韩媒和反对派披

露称，曹国以权谋私，其女儿入学 涉 嫌 伪 造 文 书、家 人 涉 嫌 投 资 私 募 基 金 避 税 等，韩 国 检

方对曹国及其家人展开高强度 调 查，迫 于 压 力 曹 国 宣 布 辞 职 的 事 件。此 后，曹 国 之 妻 和

周边有关人物接连被拘，女 儿 被 多 所 大 学 取 消 资 格。“曹 国 事 件”导 致 韩 国 朝 野 激 烈 对

决，并引发极端的社会分裂现象。深 受 入 学 难、求 职 难 之 苦 的 年 轻 人 对 社 会 不 公 正 现 象

深恶痛绝。保守派利用这一点大肆抨击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政府，并选出“８０后”李俊锡

担任国民力量党党首，致使原来具有进步倾向的年轻人转而支持国民力量党。而指 挥 对

曹国调查的检察总长尹锡悦由此得到舆论关注。后来他辞职加入国民力量党，经过 竞 选

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并最终在本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态非常严重，多次 对 全 体 国 民 作 出 道 歉，表 示 对 国 民 提 出 的 公 正 性 问 题

充分理解，尤 其 是 对 年 轻 人 感 受 到 的 相 对 剥 夺 感 和 挫 折 感 深 表 愧 疚。①

但是，李海瓒的道歉被对以尹锡悦为首的检察系统介入政治感到愤怒的

共同民主党铁杆党员和支持者举行的大规模烛光集会所埋没。“曹国事

件”导致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首次跌至３９％，尤其是年轻人对其支持率

大跌，由５２％跌至４２％。②

第二个“昏招”是２０２０年国会选举时创建比例卫星政党。在国会选

举前，共同民主党与正未来党、正义党、民主和平党联手强行通过了引入

“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公 职 选 举 法》修 正 案。李 海 瓒 承 诺 不 会 创 建

比例卫星政党。但未来统合党创建比例卫星政党之后，共同民主党７４％

的党员投票赞成 创 建 比 例 卫 星 政 党。③ 此 举 不 仅 失 信 于 民，而 且 致 使 与

正义党的关系彻底破裂。

第三个“昏招”是２０２１年４月７日补选首尔市和釜山市市长时公推

候选人。起因是，因“性丑闻”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自杀以及釜山市市长吴

巨敦辞职，造成两 市 市 长 职 位 空 缺。按 照 共 同 民 主 党 党 规，这 种 情 况 下

不能向相关选举区推荐候选人。但广大党员和支持者却认为，绝不能放

弃首尔市和 釜 山 市 市 长 此 类 要 职 的 选 举。经 过 全 体 党 员 投 票，有 高 达

８６．６４％的党员支持修改党规、推荐候选人参加竞选，终因出尔反尔遭到

国民批评，以致在选举中全军覆没。④

（三）内部派系纷争分散力量

韩国政党政治的痼疾之一就是党内存在多个派系争权夺利，内讧不

断。文在寅当 选 总 统 之 后，在 相 当 长 的 一 段 时 期 内 保 持 着 较 高 的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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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曹国辞职１６天 后 李 海 瓒 表 示 非 常 愧 疚》，〔韩〕《京 乡 新 闻》，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ｋｈａｎ．ｃｏ．ｋ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９１０３０２１５１０１５．
《韩国黑历史“曹 国 事 件”》，〔韩〕《新 东 亚》２０２２年４月 号。ｈｔｔｐｓ：／／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ａ．ｄｏｎｇａ．
ｃｏｍ／Ｌｉｓｔ／３／０１／１３／３２６７６２５／１．
《用小伎俩应对小伎俩，民主党参 与 比 例 政 党 令 人 遗 憾》，〔韩〕《韩 民 族 新 闻》，２０２０年３
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ａｎｉ．ｃｏ．ｋｒ／ａｒｔｉ／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９３２５００．ｈｔｍｌ．
《不体面的民主党首尔、釜山市长公推决定》，〔韩〕《韩民族新闻》，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ｈａｎｉ．ｃｏ．ｋｒ／ａｒｔｉ／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９６８２３４．ｈｔｍｌ．



率。受此影响，在 共 同 民 主 党 内 部，“文 在 寅 派”占 据 主 导 地 位。党 内 各

派之间形成 了 较 为 团 结 的 局 面，使 得 该 党 在 几 次 全 国 性 选 举 中 接 连 获

胜。但在本届总统选举党内候选人竞选过程中，不同派系之间隐藏的矛

盾终于爆发。李在明和李洛渊排在前两位，为了当选本党总统候选人展

开了激烈竞争。经 过 激 烈 角 逐，李 在 明 当 选 为 共 同 民 主 党 总 统 候 选 人。

但是，李洛渊的支 持 者 对 计 票 方 式 提 出 异 议，拒 不 承 认 竞 选 结 果。一 些

党内重要人物甚至离开共同民主党，转而投入尹锡悦阵营之中。２０２２年

２月２１日，李洛渊的亲信、前国务总理秘书室长郑云铉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宣布支持尹锡悦，并 谩 骂 李 在 明 是“怪 物 总 统”，是“道 德 败 坏 的 候 选

人”。此外，李洛渊落选之后，不少原来支持李洛渊的“文在寅派”也转而

支持尹锡悦，为尹锡悦摇旗呐喊。① 李在明在共同民主党内并不属于“卢

武铉派”“文在寅派”等 主 流 派 系，而 且 还 因 主 张 调 查 文 在 寅 之 子 涉 嫌 在

找工作时享受特惠，与文在寅的支持者结怨颇深。② 由此可见，由于党内

派系之争非常激 烈，李 在 明 不 仅 未 能 获 得 全 党 一 致 支 持，反 而 因 党 内 反

对势力的倒戈，导致部分选票流向对手尹锡悦，最终以微弱之差败选。

（四）国际环境变化影响选情走向

文在寅政府 上 台 后 力 推“朝 鲜 半 岛 和 平 进 程”，不 仅 缓 和 了 韩 朝 关

系，还促成朝美首脑会谈，使朝鲜半岛局势呈现缓和态势，为共同民主党

在全国性选举中接 连 获 胜 做 出 贡 献。但 由 于 美 方 未 按“行 动 对 行 动”原

则对朝方善意举措做出 回 应，重 回“战 略 忍 耐”和“极 限 施 压”老 路，加 剧

了朝方对美方的 不 信 任，使 朝 美 对 话 陷 入 僵 局。受 此 影 响，加 之 文 在 寅

政府囿于美国和保守派的压力未能采取积极举措，导致韩朝关系跌入谷

底。此外，韩美同盟历来是保障韩国安全的基石。俄乌冲突爆发迫使文

在寅政府紧随美国宣布制裁俄罗斯，宣告“新北方政策”彻底破产。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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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洛渊的亲信突然 宣 布 支 持 尹 锡 悦》，〔韩〕联 合 通 讯 社，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ｙｎａ．ｃｏ．ｋｒ／ｖｉｅｗ／ＡＫＲ２０２２０２２１１４１７００００１．
《尹锡悦面临难题，李在明得到机会》，〔韩〕《新东亚》２０２２年４月号。ｈｔｔｐｓ：／／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ａ．
ｄｏｎｇａ．ｃｏｍ／ＢｅｓｔＣｌｉｃｋ／３／ａｌｌ／１３／３２４４６３６／１．



局势恶化和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民众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保守派借机抨

击文在寅政府采 取 亲 朝、亲 华 政 策 削 弱 了 韩 美 同 盟，促 使 韩 国 选 民 支 持

反朝亲美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

　　三、未来韩国政党政治走向

　　现在，韩国朝野各政党围绕总统选举展开的激战已经烟消云散。尹

锡悦新政府将由哪些人 员 构 成？新 政 府 会 实 施 哪 些 关 乎 国 计 民 生 的 新

政策？在野党对 此 会 做 出 何 种 回 应？各 政 党 会 进 行 哪 些 人 事 调 整？以

及韩国政党政治的未来走向等，均引起人们的关注。鉴于韩国政党政治

的传统，围绕政治清算问题，未来朝野乃至整个社会仍有可能纷争不断。

（一）“朝小野大”格局将加剧“府会之争”

国民力量党实现了“政权更替”，但也要看到尹锡悦仅以０．７３％的微

弱优势获胜。在国会方面，截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５日，国 民 力 量 党 占 有１０９

席，共同民主党占 有１６８席，形 成 了“朝 小 野 大”的 局 面。① 为 此，尹 锡 悦

和国民力量党在选举结 束 后 一 直 强 调“统 合”“协 治”，即 加 强 与 在 野 党，

尤其是共同民主党的团结与协作。但在尹锡悦尚未就任之时，双方就围

绕总统府迁移、组阁人选、检察改革等问题僵持不下，预示着“朝小野大”

格局将成为新政府施政的掣肘。

首先，双方在总统府迁移问题上产生分歧。尹锡悦在竞选承诺中表

示，为了加强与国民的沟通，若当选总统会迁移总统府，开放青瓦台供国

民参观。当选后，尹锡悦最初计划将办公室迁往位于光化门的政府首尔

大厦，官邸迁往位 于 三 清 洞 的 国 务 总 理 公 馆，但 后 来 基 于 安 全 等 方 面 的

原因，改为将办公 室 迁 往 位 于 龙 山 区 的 国 防 部 大 楼，官 邸 迁 往 位 于 汉 南

洞的外交部长官公馆，并宣布在其就任总统的５月１０日向国民开放青瓦

台，但共同民 主 党 以 耗 费 巨 资 以 及 造 成 国 家 安 全 空 白 等 为 由 反 对 该 计

划。５月４日，在国会对国防部长官被提名人举行的人事听证会上，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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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再次围绕总统府迁移问题展开猛烈攻击。此前一天，共同民主党

前党首宋永吉在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如 果 在 下 届 总 统 选 举 中 获 胜，会

将总统府重新迁回青瓦台。①

其次，双方围绕 组 阁 人 选 激 烈 对 峙。尹 锡 悦 新 政 府 要 组 阁 施 政，需

要任命国务总理和１８名部长。为了顺利通过国会人事听证会，总统职务

交接委员会称，经深思熟虑推荐了一批“有能力”的人选。但候选人名单

一公开就因涉嫌以权谋私等多种丑闻遭到共同民主党的猛烈批评，其中

遭诟病最多的是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德洙、保健福祉部长官被提名人郑

镐永、教育部长官 被 提 名 人 金 仁 喆、国 土 交 通 部 长 官 被 提 名 人 元 熙 龙 及

法务部长官被提 名 人 韩 东 勋 等。② 迫 于 压 力，教 育 部 长 官 被 提 名 人 金 仁

喆于５月３日主动请辞。共同民主党强调，如果不辞退郑镐永、元熙龙、

韩东勋等被提名 人，就 不 会 批 准 韩 德 洙 担 任 国 务 总 理。对 此，尹 锡 悦 和

国民力量党反应 激 烈，甚 至 表 示 如 果 共 同 民 主 党 继 续 阻 拦，就 会 使 用 总

统特权，在就任后强行任命。③

最后，双方围绕检察制度改革针锋相对。在２０１７年大选期间，文在

寅提出的核心竞选承诺之一就是检察制度改革，提出执政后致力于削弱

检察机关及其权力。２０１９年，文在寅政府废除了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证

券犯罪联合调查团，并 将 继 承 大 检 察 厅 中 央 调 查 部 职 能 的“首 尔 中 央 地

方检察厅特别调查 部”改 名“反 腐 败 强 力 调 查 部”，其 规 模 也 被 缩 减。此

外，文在寅政府还进行了以赋予警察调查终决权为主要内容的检察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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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永吉称“如果共同民主党重新执政，就将总统 府 重 新 迁 回 青 瓦 台”》，〔韩〕《朝 鲜 日 报》

２０２２年 ５ 月 ３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ｏｓｕｎ．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２０２２／０５／０３／

ＴＪＪＣＦＶＭ７ＵＲＤＬ３ＤＮＷＧＬＮＸＸＹ４ＬＷＥ／？ｕｔ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ｖｅｒ＆ｕｔｍ ＿ｍｅｄｉｕｍ ＝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ｎａｖｅｒ－ｎｅｗｓ．
《民主党称“尹锡悦内阁发生历届最严重的人事事故，尹候任总统要做出决断》，〔韩〕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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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权调整，并成立了“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废除了除“六大严重犯

罪”（涉及贪腐、经 济、公 职 人 员、选 举、防 卫 产 业、重 大 事 故 等 犯 罪）以 外

的检方直接调查权。在此过程中，２０１９年７月检察系统针对曹国的高强

度调查引发共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成为“完全剥夺检方调查权法案”出

台的导火线。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共同民主党提交包括《刑事诉讼法》和

《检察厅法》的“完全剥夺检方调查权法案”，遭到检察机关和国民力量党

的强烈反对。① 经韩 国 国 会 议 长 朴 炳 锡 积 极 斡 旋，共 同 民 主 党 和 国 民 力

量党同意接受朴炳锡提出的“仲 裁 案”（包 括 检 察 机 关 暂 时 保 留 对“六 大

严重犯罪”中的贪 腐、经 济 两 项 犯 罪 调 查 权 等 内 容），但 不 久 国 民 力 量 党

却表示不能接受 该 法 案。② 于 是，共 同 民 主 党 冲 破 国 民 力 量 党 的 层 层 阻

挠，于４月３０日和５月３日分别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检察厅法》

修正案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国民力量党施压总统文在寅，希望他行

使否决权。但５月３日，在青瓦台举行的国务会议上，文在寅批准颁布上

述两项法案。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上述检察制度改革法案将不可避免地

继续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

（二）朝野各政党均面临重新洗牌

本 届 总 统 选 举 结 束 后，无 论 是 获 胜 的 国 民 力 量 党 还 是 落 败 的 共 同

民 主 党 及 正 义 党，均 需 要 重 新 洗 牌，进 行 人 事 调 整。国 民 力 量 党 党 首

李 俊 锡 在 竞 选 期 间 一 直 对 尹 锡 悦 提 出 批 评，双 方 由 此 产 生 隔 阂。尹

锡 悦 身 边 有 心 腹 团 队。因 此，尹 锡 悦 上 台 之 后，国 民 力 量 党 内 部“尹

锡 悦 派”“李 俊 锡 派”及 其 他 派 系 之 间 围 绕 权 力 分 配 产 生 矛 盾 将 不 可

避 免。通 过 本 届 选 举，李 俊 锡 的 影 响 力 遭 受 打 击。国 民 力 量 党 内 一

些 人 认 为，李 俊 锡 为 获 得 年 轻 男 选 民 支 持 提 出 废 除“女 性 家 庭 部”，结

果 致 使 年 轻 女 选 民 支 持 李 在 明，导 致 尹 锡 悦 仅 以 微 弱 优 势 获 胜，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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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与检方的对话”开 始 的 检 察 改 革》，〔韩〕联 合 通 讯 社，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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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对 此 负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责 任。“尹 锡 悦 派”元 老 郑 镇 硕 批 评 李 俊 锡 率

团 访 问 乌 克 兰 不 妥，由 此 引 发 激 烈 争 执。此 外，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 国

民 力 量 党 中 央 伦 理 委 员 会 以 涉 嫌 接 受 性 贿 赂 为 由 对 李 俊 锡 采 取 惩 戒

程 序（分 为 警 告、停 止 党 员 权 利、劝 告 退 党、除 名）。① 经 委 员 会 审 议 后

会 做 出 何 种 决 定，将 对 李 俊 锡 今 后 的 党 内 地 位 产 生 重 要 影 响。“尹 锡

悦 派”逐 步 占 据 主 导 地 位，如：尹 锡 悦 亲 信 权 性 东 任 国 民 力 量 党 院 内

代 表；金 恩 慧 力 压 多 次 参 加 总 统 竞 选 的 元 老 刘 承 旼，成 为 国 民 力 量 党

京 畿 道 知 事 候 选 人；放 弃 选 举 加 入 尹 锡 悦 阵 营 的 安 哲 秀 担 任 总 统 交

接 委 员 会 委 员 长，一 度 因 不 满 组 阁 人 选 中 没 有 他 的 人 闹 情 绪，后 又 与

尹 锡 悦 和 解，并 将 其 创 建 的 国 民 之 党 与 国 民 力 量 党 合 并。５月６日，

安 哲 秀 宣 布 参 加６月１日 举 行 的 国 会 议 员 补 选。国 民 力 量 党 希 望 借

助 安 哲 秀 对 中 立 阶 层 的 影 响 力 在 地 方 选 举 中 获 胜，从 而 实 现 大 选 和

地 方 选 举 两 连 胜。

共同民主党内 部 权 力 结 构 也 将 发 生 变 动。由 于 李 在 明 仅 以 微 弱 之

差败选，因此 其 派 系 在 党 内 依 然 具 有 影 响 力。随 着 文 在 寅 总 统 任 期 结

束，“文在寅派”在共同民 主 党 内 部 的 影 响 力 将 随 之 减 弱。因 此，未 来 在

党内权力分配过程中，“李在明派”“文在寅派”“李洛渊派”等主要派系将

不可避免 地 展 开 竞 争。“李 在 明 派”将 处 于 较 为 有 利 的 地 位。“李 在 明

派”朴洪根战胜“李洛渊派”朴光温，成为该党新任院内代表，在国会突破

国民力量党的阻拦，主导通过“完全剥夺检方调查权法案”。在总统选举

中大力支持李在明的前党首宋永吉宣布参加首尔市市长竞选，遭到党内

其他派系强烈反 对，后 经 过 党 内 竞 选 成 为 该 党 候 选 人。最 受 瞩 目 的 是，

败选后隐退的李在明５月６日突然宣布参加国会议员补选，引发党内激

烈争论。对此，有观 点 认 为，其 目 的 在 于 希 望 借 助 国 会 议 员 的 特 殊 身 份

避开对其多项嫌 疑 的 调 查。还 有 观 点 认 为，本 届 总 统 选 举 失 败 后，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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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民力量伦理委员会对李俊锡采 取 惩 戒 程 序》，〔韩〕《朝 鲜 日 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２日。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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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担心在地方选举中再遭败绩，希望借助李在明的影响力营造有利

局面，扳回一城。①

在本届总统选举中遭受打击最大的是正义党。沈相奵只得到２．４％

的选票，远低于她在上届总统选举时得到的６．２％的选票。正义党遭到

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利的选举结构，即在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形

成尖锐对立的情 况 下，为 了 阻 止 尹 锡 悦 当 选，进 步 派 支 持 者 的 选 票 大 部

分集中到李在明。因此，今后正义党需要完成的主要课题是如何摆脱共

同民主党的影子，在 选 民 中 树 立 自 己 的 独 立 路 线。对 此，正 义 党 内 展 开

激烈争论。一些人担心正义党作为“民生政党”的本质遭到削弱，女权主

义取而代之，从而导致在扩大其支持阶层方面受限。但也有反对意见认

为，最近在韩国社 会 引 发 激 烈 争 论 的 议 题 就 是 女 性 人 权，因 此 应 该 以 女

权主义为中心议 题，再 结 合 民 生、气 候 危 机 等 议 题。② 于 是，在 共 同 民 主

党推进“完全剥夺检方调查权法案”过程中，正义党表示赞成分离检方调

查权和起诉权，但不能仓促处理法案，对《检察厅法》修正案投赞成票，但

对《刑事诉讼法》修 正 案 投 了 弃 权 票。此 外，为 尽 快 在 国 会 通 过《禁 止 歧

视法》，正义党表示要加 强 与 国 民 力 量 党 的 合 作。对 于 李 在 明 和 安 哲 秀

宣布参加国会议员补选一事，正义党提出批评，“对国民做出的承诺至少

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并要求二人做出道歉和解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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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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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出击，虽然期待“地方选举牵引效果”，但也被批评为“没有名分和实利的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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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性东会见正义 党 院 内 代 表，未 提“完 全 剥 夺 检 方 调 查 权 法 案”》，Ｎｅｗ　Ｄａｉｌｙ，２０２２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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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Ｕ　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Ｕ．Ｓ．－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ａ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Ｓ．－Ｊａｐａｎ　ａｌ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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