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2024·05

“朝小野大”的延续：韩国国会选举与政治外交动向
董向荣

【内容提要】在韩国第 22 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遭遇惨败，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几乎重演

了在 2020 年国会选举中胜利的一幕。分属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两个主要政党继续掌控国会，国会两大党制进一步巩固。

选举结果显示，“政权审判论”压倒了“在野党审判论”，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并没有带来小党的广泛政治参与。从

政党博弈与主要政党差异化的政策主张看，新一届国会将继续牵制尹锡悦政府的政策实施，或将推出一系列特检法

案对政府施压。在持续的“朝小野大”格局下，韩国可能经历“失去的五年”。

【关键词】韩国政党政治  两大党制  国会选举  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

2024 年 4月，韩国举行四年一度的国会议员选举，

产生了第 22 届立法机构。由于韩国实行五年单任总统

制，而今年是尹锡悦执政的第三年，此次国会选举被视

为对现政府的“中期考核”。选举结果显示，执政党国民

力量党虽然比上届的席位数略多，但远未能改变“朝小

野大”的格局。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获得大胜，在

野力量对执政力量形成压倒性优势。与此同时，选举席

位的微调并没有达成政策设计目标，国民力量党和共同

民主党两大党掌控国会的政党格局得以延续。以此次选

举结果为基础分析韩国政党政治的变与不变及主要政党

的政策主张，有助于展望韩国内外政策走向。

2024 年韩国国会选举的主要特点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国会选举投票率创下 1992 年第 14届国会议员选举

以来的新高，达到 67%。本届韩国国会共 300个席位，

其中小选区席位 254个，比例代表席位 46个。在小选

区席位竞争中，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拿下161席，执

政党国民力量党仅获 90席，改革新党、新未来党、进

步党各占1席。在比例代表席位的竞争中，执政党的“卫

星政党”国民未来党赢得18席，共同民主党的“卫星政党”

共同民主联合赢得14席，祖国革新党赢得12席，改革

新党赢得 2席。在野力量获得压倒性胜利，执政党遭遇

惨败。在新一届国会中，女性议员占比创历史新高，多

个小选区的选举结果折射出热点政治人物影响力的变化。

第一，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所获席位数量超过上届，

但仍被视为“惨败”。尹锡悦总统是在“朝小野大”的

背景下上台的，期待通过此次国会选举改变局面，巩固

执政地位。在此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力量党所获席位比

上届（该党前身为未来统合党）多了 6席。然而，因国

民力量党的“卫星政党”所获席位减少，保守派所获总

席位仅比上届多了 5席。这个增加幅度远低于执政党预

期，未能改变“朝小野大”的格局。在野力量占据 64%

的席位（192 席），大幅超过国会议案走“快速通道”

所需要的 180席。执政力量勉强守住阻止在野力量修改

宪法、弹劾总统所需的三分之一生死线（100席）。

第二，“政权审判论”主导民意。在选举过程中，

执政党推出“在野党审判论”，批评在野党主导的第 21

届国会无所作为，直指李在明、曹国等牵涉多个诉讼案

的在野党核心人物，号召选民阻止所谓“有罪之人”进

入国会。在野力量则推出“政权审判论”，批评政府治

理无能。尽管共同民主党存在党首牵涉司法案件、国会

选举党内公推阶段争议频发等不利情况，但多项选前民

调和最终选举结果仍表明，“政权审判论”压倒了“在

野党审判论”。韩国民调公司“真实计量器”（Real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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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的调查显示，主张“为了支持现政府要给

执政党加油”的“政权支持论”受访者占 40%，主张“为

了牵制现政府要支持在野党”的“政权牵制论”受访者

占 54.7%。[1] 韩国盖洛普公司 3 月 26—28 日的民调

显示，尹锡悦政府好评率 34%，差评率 58%。[2] 尹锡

悦总统的不支持率长期超过支持率，后者徘徊在 30%

左右。从选举结果来看，执政党所获席位占总席位数的

比例同尹锡悦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基本吻合。

第三，多个事件舆情持续发酵，拖累执政党选情。

2023年 11月有媒体报道，总统夫人金建希此前从一名

韩裔美国牧师手中收受价值300万韩元（约合1.6万元

人民币）迪奥名牌包。尹锡悦总统认为，偷拍和曝光行

为是“政治上的构陷”。[3]2023 年 7月，韩国海军陆战

队一名士兵在执行防汛任务中殉职，时任国防部长李钟

燮涉嫌对调查该案的军方责任人施压。韩国高级公职人

员犯罪调查处对此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禁止出境措施。

尹锡悦总统不顾国会的反对执意任命李钟燮为驻澳大利

亚大使。李钟燮赴澳履新后不久即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

而请辞。2024 年 3 月，尹锡悦总统在视察超市时拿起

一捆标价 875 韩元（约合 4.5 元人民币）的大葱，称

“价格似乎很合理”。实际上，一般超市类似产品的售价

为 3000—4000 韩元。2024 年 2 月，韩国政府决定

2025 年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大韩医师协会等医生团

体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集体罢诊等措施予以应对，政

府与医生团体形成激烈对峙。“迪奥包门”“驻澳大使门”

直指总统侧近人士，而“廉价大葱门”、医疗改革事件

等则表明政府治理不力，物价飞涨，医疗失序。这些事

件在临近选举之际发生或被曝出，直接影响了执政党的

选情。

第四，女性议员数量创历史新高 ,但仍明显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远低于欧美发达地区。韩国中央选举管理

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届国会选举有60名女性当选，

占议员总数的 20%，创历届最高纪录。60名女性当选

议员中，通过小选区对决胜出的只有36人。在比例代表

中，女性议员有24人，男性议员有22人。可见，在各

政党比例代表的推荐过程中，女性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待。

即便如此，与欧美国家相比，韩国国会中女性议员比例

仍然非常低。各国议会联盟（IPU）2024 年 3 月的数

据显示，美洲和西欧议会中女性议员占比均为 35.2%，

北欧五国女性议员占比高达45.9%；全球议会中女性议

员占比平均达到 26.9%；在各国议会联盟 180多个有

数据的国家中，韩国排名第110名开外。[4] 在这一指标

上，韩国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均有相当差距。

第五，多个热点选区选举结果折射出重要政治人物

影响力的变化。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政党分

裂的情况下领导该党取得大胜，巩固了其在党内的领导

地位，这对他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无疑是一个加分项。在

小选区“短兵相接”中，李在明战胜了前国土交通部部

长元喜龙。前国务总理、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李洛渊，选

举前率5名议员离党出走，所创立的新未来党只获得1

个小选区席位，其在政治故乡光州市某选区得票率只有

13.84%，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可能无缘下届总统选举。

曾经4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执政党候选人朴振败选，得票

率仅为42.4%。[5] 作为尹锡悦政府的首任外交部长，朴

振的落选对其本人和总统而言都是不小的冲击。

选举制度设计的微调与两大党制的固化

2024 年韩国国会选举在制度设计方面没有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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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0日，韩国大邱，韩国
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结束，计
票工作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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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是对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的席位数分别进行了微调。

此次选举沿用小选区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选举制

度，但与上届选举有两点不同。

一是小选区席位数从上届 253 席增加到 254 席，

全国区的比例代表席位从上届 47 席下降到 46 席。小

选区采取简单多数制，每个选区产生 1名国会议员。此

次选举中，共有 21个政党推出 641 名候选人参与小选

区议席的争夺，另有 58 名无党派候选人参与角逐，总

竞争率为 2.75 ：1（699：254）。执政党在所有选区

都派出了候选人，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 246个选区派出

候选人。58 名无党派人士“全军覆没”，无 1 人当选，

表明没有政党的支持很难在选举中有所作为。当然，为

获得政党背书的“公推”，党内竞争也相当激烈。

二是采用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席位数有所变化。

此次选举沿用了上届 50%的联动率，但所有 46个比例

代表议席都实行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上次选举中只有

30席实行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剩余 17席实行并立制，

即直接按照政党得票率计算应得席位数，不与该党所得

小选区席位数产生联动。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席位数计

算方式为：某党可分配的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席数 =〔（总

席数—无党派小选区席数—小选区选举中不足 5席小党

席数—比例代表选举中得票率低于 3%的政党所获小选

区席数）×该党比例代表选举政党得票率—该党小选区

席数〕× 联动率 50%。本届国会选举中，有 38 个小

党参与 46个比例代表席位的角逐。由于参选政党太多，

选票长达 54.1 厘米，原有读票机无法读取，致使比例

代表选举只能手动开票。

2020 年韩国开始在国会选举中施行准联动型比例

代表制，初衷是限制大党优势，将比例代表席位尽可能

给小党，形成多党参政的局面。但是，由于两大主要政

党长期掌控国会，让出一定席位给小党意味着“刀刃向

内”，即对自己动手、动自己的奶酪。在第 21届国会选

举时，为了应对新的选举制度，两大主要政党都立即成

立“卫星政党”来代主党赢得比例代表席位。选民对“卫

星政党”与主党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制度被设计者自

己轻松绕过，所谓的改革形同虚设。

早在 2020 年第 21 届国会选举结束后，韩国舆论

就对“卫星政党”现象进行强烈批评。然而，两大主要

政党并未进行深刻反思。在第 22 届国会选举中，两大

主要政党及其“卫星政党”累计占据 283 席位，占总

席位的 93.3%，小党只有 17 席。如果减去与共同民

主党关系密切的祖国革新党的席位，其他小党累计只有

5 席。

除了“卫星政党”问题之外，从政策设计来看，韩

国国会选举中有资格参与比例代表席位分配的政党，不

包括在小选区选举中不足 5席的小党、在比例代表选举

中政党得票率低于3%的小党。这种设定“门槛”的方式，

降低了小微政党通过比例代表参政的可能性。在当前韩

国的社会结构和选举制度下，进步与保守两大党“霸占”

国会的情况很难改变，小党生存空间十分有限。

选举热点议题与主要政党政策主张差异

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各政党政

策公约可以看出，在此次国会选举中，各主要政党针对

经济增长乏力、少子化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国会议

员权利等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相对而言，执政党更强

调经济民生问题，在野党更强调检察改革、修改宪法、

外交政策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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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和检察改革而言，在政策

公约电视讨论会上，执政党主张：减

少国会特权，取消国会议员的不受逮

捕特权；现任议员受到监禁及以上刑

罚期间，应返还议员薪金；减少国会

议席总数等。共同民主党主张：完成

检察改革，分离调查和起诉权，确保

调查机关的专业性；推进修改宪法，

将 5·18光州民主运动精神写入宪法，

引入总统四年连任制，引入国务总理

国会推荐制等。检察改革是祖国革新

党的核心政策主张，该党强调要彻底分离调查权和

起诉权，将检察厅转换为起诉厅；强化高级公职者

犯罪调查处职能，设立专门调查厅；引入检察长直

选制、起诉陪审制，进行检察权的分权化改革；实

施总统四年连任制并缩小总统权限，弱化检察权等。

可以看出，在检察改革和调整总统任期等方面，两

个主要在野党政策交集较多。

在经济民生方面，国民力量党推出的“十大政

策公约”几乎都可以归为这一大类，着眼于“工作

家庭都幸福”“构筑严丝合缝的照顾、养育环境”“平

民、小工商业者、传统市场新希望”“提高中小企业、

初创企业活力”“公民安全的大韩民国”“打造健康、

充满活力的地区”“通过缩小交通、居住差距而融

为一体的大韩民国”“青年幸福的大韩民国”“对老

人群体有力的支援”“应对气候危机，共同打造绿

色”等政策目标。总体而言，执政党推出的是一个

选民目标取向的公约，侧重青年、育儿父母、老年

人、小工商业者、非首都核心区选民等不同目标群

体，就他们关心的具体事宜给出政策承诺。该政策

没有直接面对当前韩国“内忧外患”核心问题，对

通胀高企、经济增长乏力、治理能力欠缺、国家安

全挑战、外交困境等重要议题避而不谈。

相比之下，共同民主党在经济民生领域的主张更能引起

关注。比如，该党提出减轻工薪阶层税负，支持引进每周 4

日或 4.5 日工作制，争取到 2030 年将韩国人劳动时间降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值以下；消除对非正规

职业、特殊雇佣、平台劳动者的歧视，实行同工同酬；向有

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每月发放 20万韩元儿童券，扩大育儿

津贴普及范围；减轻老人护理负担及改善护理服务质量；确

保科技研究开发预算占国家总预算 5%，大力培育半导体等

尖端战略产业，成为全球五大产业强国等。祖国革新党的科

技政策比共同民主党更“激进”，该党要求追加遭尹锡悦政

府削减的国家研发预算，将政府预算的 7% 以上用于研发，

0.65%以上分阶段用于培养青年科学家等。

在外交安全方面，执政党在政策公约中并未提及相关

内容，而对现政府外交安全政策不满的主要在野党，提出了

与政府现行外交路线不同的主张。共同民主党主张重新调整

周边四强外交，推行基于国际社会普遍价值的外交；制定超

越党派的对朝政策框架，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和平体

制取得实质性成果；正视历史，推进堂堂正正的对日外交等。

与共同民主党政策主张类似，祖国革新党主张构建以合作为

基础的和平共存的韩朝关系，基于韩美同盟推进朝鲜半岛和

东北亚和平外交政策，充实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

过解决历史问题和谋求实质性合作构筑成熟的韩日关系；为

2024年4月29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尹锡
悦与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在龙
山总统府举行会谈。

（
홍
해
인

/澎
湃

影
像

/IC
 photo图

片
）



63

2024·05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持久和平体系建立南北协

商窗口，构建经济共同体，签署基本条约、建立南北外

交关系，扩大现有统一部的作用及功能 ；公开讨论尽早

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将指挥权收回时限具体化等。

政党竞争与韩国政治外交走向

本届国会选举对尹锡悦政府和执政党造成巨大冲

击。国民力量党领导层宣布辞职，国务总理与多部门首

席秘书集体请辞。尹锡悦政府在国会选举结束后的一

系列行动，并没有赢得国民的支持。多项民调显示，尹

锡悦政府的支持率已降到 20% 左右。未来韩国国内政

治的主要问题在于尹锡悦政府如何应对持续整个任期的

“朝小野大”局面，在野力量则重点关注推动多项法案、

钳制现政府。在外交领域，韩国的“失衡外交”是否持续，

值得关注。 

第一，尹锡悦政府将继续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

这是韩国民主化以来政府首次面临五年任期内一直“朝

小野大”的窘境。此前，尹锡悦总统曾多次召开民生座

谈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期待在执政党掌控国会后

能获国会的支持。然而，国会选举结果与预期相去甚远，

未来仍只能仰赖在野党的协助。国会选举惨败后，尹锡

悦总统作出一定姿态，与李在明通电话，并邀请其访问

总统府。韩国政治斗争的惯例表明，没有执政党在国会

的优势地位做支撑，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而在野党即便

掌控国会，也只有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等。韩国可能会

经历“失去的五年”。

第二，在野力量可能会加大推动检察改革的力度，

推出多项检察法案，追究尹锡悦总统侧近人士的法律责

任。一旦时机成熟，在野党甚至可能推进宪法修改案和

总统弹劾案。在政策公约中，共同民主党和祖国革新党

都强调检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直指韩国当前“检

察共和国”乱象。国会 5月 2日表决通过《梨泰院特别

法》，要求对 2022 年发生的梨泰院踩踏事故进行彻底

调查。未来，被总统否决的《金建希独检法》等法案也

可能以某种形式被再度讨论。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共

同民主党和祖国革新党提出相关政策公约，着眼于总统

四年连任制等重大议题。未来，如果尹锡悦总统支持率

持续低迷，不排除执政力量陷入严重分裂的情况。届时

很可能形成支持修改宪法或弹劾总统的力量超过国会三

分之二的情形。

第三，在外交方面，负责外交安全政策制定的核心

人士并未因选举失败而出现变动，短期内韩国外交政策

基调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但旧的成果会明显黯淡，新的

成果很难出现，“外交失衡”依旧难改。尹锡悦执政以来，

韩国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充当“急先锋”，极力强化

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边关系，并自认为这是本届政府的

外交亮点。但是，随着美日提升双边关系并加强两国在

多个小多边机制下的合作，韩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

被“边缘化”甚至“矮化”的迹象非常明显。与此同时，

韩日之间岛屿纷争、历史争议不断浮现，尹锡悦政府对

日外交成果日益被淡化。尹锡悦政府加剧阵营对立的外

交政策已经偏离韩国国家利益。即便如此，在野党提出

的一些政策构想，被尹锡悦政府采纳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此外，韩国外交还需面对 2024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

可能带来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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