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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洛渊“另起炉灶”为哪般
毕振山

距离韩国国会选举不足 3 个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

主党遭遇的分裂危机仍在继续。

当地时间 1月 15日，共同民主党 5名成员宣布退党，包括

3 名前市长和两名前国会议员。这 5 人均加入前总理李洛渊

组建的新党。至此，包括李洛渊在内，脱离共同民主党的成员

已有 9人。

李洛渊原定在今年 1 月初退出共同民主党并组建新党，

但共同民主党现任党首李在明遇袭事件导致其计划推迟。1

月 11日，李洛渊正式宣布退出共同民主党并另组新党。

李洛渊 11日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说，共同民主党奉行的精

神和价值观早已不复存在，该党已沦为“充斥暴力和低俗言行

的’一人政党’和’防弹政党’”。李洛渊表示，他计划打造新的

政治力量，结束两党对立，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现年 71岁的李洛渊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法学院，曾在媒

体工作，受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提拔进入政界。从 2000年至

今，李洛渊共 5次当选国会议员。2014年，李洛渊当选全罗南

道知事。

2017 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当年

5 月，文在寅提名李洛渊出任总理。2020 年 1 月，李洛渊为备

战当年举行的国会选举辞去总理之位，彼时他已成为韩国在

任时间最长的总理。

在 2020年 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李洛渊当选议员，共同

民主党也取得大胜，奠定了此后 4 年在国会的多数地位。

2020年 8月，李洛渊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 2年。

然而不到一年之后，李洛渊于 2021 年 3 月提前辞去共同

民主党党首一职，以参加 2022年的总统大选。当年 7月，李洛

渊正式宣布参选韩国总统。

不过，李洛渊在党内投票中败给了李在明，无缘争夺总统

之位。当时韩国媒体就报道，李洛渊和李在明存在不和，李洛

渊没有第一时间祝贺李在明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尽管后来

李洛渊曾帮助李在明竞选总统，但李在明还是在 2022年总统

大选中以微弱差距败给了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

此后，李洛渊远赴美国，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一家智

库做研究，李在明则成为共同民主党党首，带领该党同政府

抗争。

2023 年 6 月，李洛渊回到韩国，表示将“履行自己的责

任”。他批评尹锡悦治下的韩国出口锐减、经济下滑，希望“让

国家站起来”。同年 8 月底，李在明开始绝食抗议尹锡悦政

府，绝食最终持续了 24天，创下纪录。

李洛渊回国之后，共同民主党内便暗流涌动。该党在国

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国会却在去年 9 月底通过了对李在明的

批捕案，表明共同民主党内不再是铁板一块。

此后，李洛渊被传出将另组新党。为了拉拢李洛渊，李在

明去年 12 月与李洛渊会面，要求李洛渊不要搞分裂，李洛渊

则要求李在明辞职，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有分析人士指出，李在明曾在 2017年与文在寅竞争总统

候选人资格，共同民主党内此后便存在与李在明不和的人

士。李洛渊作为文在寅执政时期任职最长的总理，在文在寅

下台后被认为是共同民主党内的亲文在寅派，因此与李在明

派不睦。

李洛渊另组新党后，韩国舆论比较关注此举对国会选举

有何影响。据韩国媒体报道，129 名共同民主党议员曾发表

声明，要求李洛渊留任，认为李洛渊退党只会对尹锡悦政府有

利。共同民主党方面认为今后可能还会有议员转投李洛渊新

党，但不会对该党选情造成重大影响。

李在明已经于 1 月 17 日恢复党务工作，并呼吁韩国国民

追究政府的责任。他表示，他从政是为了“拯救”，如今政治却

成了“死亡之地”。韩媒分析称，李在明急于返岗，是基于防止

党内分裂的判断。

截至目前，国民力量党前党首李俊锡已经决定要另组新

党，李洛渊是否会与李俊锡合作值得关注。李洛渊曾表示，将

与共同民主党及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之外的人士合作建设新

党。从民调来看，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相差不

大，究竟谁能在选举中获胜还存在很多变数。

梁凡

当地时间 1 月 15 日至 19 日，第 54 届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于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届被称为“在迄今最复杂

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召开的”达沃斯论坛，将

“重建信任”选定为会议主题。

一

据报道，本届达沃斯论坛吸引了来自约

120 个国家的 2800 多名参会嘉宾，其中包括

60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 1600 多

位商界领袖，共同商讨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

和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

据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介绍，今年的年会

将围绕推动未来发展的四大关键问题——

“在分裂的世界中实现安全与合作”“为新时

代创造增长和就业”“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和

社会发展”“实现长期的气候、自然和能源战

略”，展开各种形式的讨论。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在年会开幕

前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

到国家之间缺乏信任，我们也看到商业方面

竞争加剧。如果我们不重建信任，我们将无

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流行病、网络犯

罪和网络攻击等所有跨区域挑战。”

由此，“重建信任”被确定为本届年会的

主题。

有媒体梳理发现，在近些年的达沃斯论

坛上，“信任”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鲜的主题。

其实，从 2020 年的“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

持续发展”，到 2021 年“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的“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和 2022
年的“历史转折点：政府政策和商业策略”，

再 到 2023 年 的“ 在 分 裂 的 世 界 中 加 强 合

作”，“信任”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

题词。

尽管如此，“信任”却依然是当下国际社

会的“稀缺品”。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

《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

内，“因经济焦虑、虚假信息、阶层分化和领导

失能而引发的对社会机构缺乏信心”的情况

比比皆是，当今世界“充满强烈不信任感”。

二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

布日前致欢迎词时，开场第一句就是：“今

天，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关头，面

临着既多样又深刻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

主席布伦德则表示，本次年会是“在迄今最

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召开的”。

此次年会召开之际，正值全球经济面临

30 年来最疲弱的 5 年。世界银行最新发布

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

增长将连续第 3 年放缓，从 2023 年的 2.6%降

至 2024 年的 2.4%，这将使 2020 年~2024 年成

为全球经济 30年来增速最慢的 5年。

世界经济论坛也发布了全球顶级经济

学家对 2024 年经济前景预测的调查报告。

这份名为《首席经济学家展望》的报告显示，

56%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持

续疲软，仅有 23%的受访经济学家预计经济

将进一步有限增长，而认为经济增长十分强

劲的比例则为零。

经济恢复乏力、社会分化加剧和不确定

性增加，继而引发或恶化一系列全球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本月发布的《2024 年全球

风险报告》认为，全球两年内的短期三大风

险分别为：错误和虚假信息、极端天气事件

和社会两极分化。网络不安全和国家间武

装冲突也在名单中。而未来十年长期风险

的前三位则集中在环境方面，分别为：极端

天气事件、地球系统的重大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报告警告，各国在紧迫的全球问题上合

作不足，可能导致多重危机的长期恶化。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论坛发布的《全球

合作晴雨表》显示，在 2012 年至 2020 年，全

球合作呈上升态势，但从 2020 年到 2022 年，

全球合作指数开始掉头向下。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此前也警告称，当前围绕“国家安全”

的相关限制正在增加，地缘政治因素正引起

全球经济分裂；如果任由经济碎片化继续，

最终会使全球 GDP损失 7%。

三

“我们面对着一个分裂的世界和不断加

剧的社会分化，这导致日益普遍的不确定性

和悲观情绪。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危机管理，

而是要寻找当前问题的根源，共同建设更有

希望的未来，从而重建对未来的信任。”世界

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在论坛开幕前表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年会

特别致辞中说，“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推动全球合作的时代。”应对风

险需要加强合作，破坏合作就是加剧风险。

然而，什么是“风险”？如何真正地“去

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说：“找到减少摩擦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

真正有意义的安全问题上，而不是随意地分

裂世界经济，对大家都有利。否则，全球经

济的‘蛋糕’会更小。”

参与《全球合作晴雨表》发布的麦肯锡

公司全球管理合伙人鲍勃·斯特恩费尔斯表

示，“我们已经使用过太多具有分裂性的词

汇，比如‘脱钩’。但只有合作才能重新点燃

解决问题的动力。让我们把合作这个词带

入达沃斯讨论中”。

对于如何“重建信任”，中方给出的五点

建议得到了与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加强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加

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绿色发展合作；

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此次年会，中方再次作出承诺，将持续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将为世界贸

易、投资增长提供更宽广天地；不管世界形

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

国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世界经济论坛

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当前，中国正在从

基于投资和基础设施等的增长转向基于创

新引领的增长。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

易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全球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中国也可以为

推动各国重建信任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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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婷

当地时间1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225对

187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拜登政

府所执行的开放边境政策、谴责美国西南边

境所面临的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安全危机，并

敦促拜登结束其政府执行的开放边境政策。

此前，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已经

举行了针对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

首次弹劾听证会，指责其在处理美国南部边

境移民危机上失职。

不过，由于弹劾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

数同意才能通过，在目前两党分控两院且各

自席位差距不大的格局下，共和党对马约卡

斯的弹劾指控预计很难通过。

自 2023 年初第 118 届国会就职以来，重

新夺回众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就开始调查

“美国边境前所未有的危机”。拜登被谴责、

马约卡斯被启动弹劾程序，则是美国两党移

民政策斗争日益白热化的标志性事件。

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由来已久，可追溯

至 19世纪中叶美墨战争时期，当中掺杂着深

刻复杂的历史、族裔、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

2020 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穿

越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

非法移民问题日益发酵。根据美国国土安

全部数据，2023 年 12 月，美墨边境非法移民

数量超过 22.5万人，创下自 2000 年以来最高

月度数量。

随着移民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国政府的移

民政策已高度政治化和极化，暴露出美国两党

政治痼疾和政治制度深层次矛盾。出于拉选

票等利益考量，两党移民政策的红蓝分歧愈发

深刻，应对移民问题的理念和路线分化加剧。

在最近几次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中，两党在移

民政策上的博弈斗争都十分激烈。

共和党极力维护其票仓基础白人群体

的利益，走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主

义路线。为此，共和党强调保护边境安全，

驱逐非法移民。

共和党移民政策的严厉程度在特朗普

时期达到新高峰，以高调推进美墨边境隔离

墙修建和颁布“第 42条边境条款”（以下简称

“第 42 条”）为标志。2020 年 3 月，特朗普政

府宣布援引《美国法典》第 42条，允许边境执

法部门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为由驱逐非法

移民。据统计，“第 42 条”颁布以来，美国执

法机构驱逐的非法移民多达 280万人次。

民主党虽也强调维护边境主权，但为了

赢得和扩大有色族裔群体对其的支持，主张

采取更宽松政策，强调保护移民群体利益和

人道主义路线，倾向于让非法移民获得合法

身份。民主党党内激进派更是要求停止驱

逐非法移民，对“受迫害”的移民提供庇护。

拜登在 2020 年大选期间高调抨击特朗

普强硬的移民政策，最终于 2023 年 5 月结束

了“第 42条”。相应地，这些取向做法遭到共

和党的猛烈批评抨击。得克萨斯州共和党

籍州长阿博特甚至把非法移民转运至首都

华盛顿和其他民主党主政州，以示对抗拜登

政府的相关政策。

据称，在针对马约卡斯的弹劾听证会开

启之前，参院内部的两党代表已开始谈判。

围绕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非法

移民的“假释权”，参院民主党有意做出限制

和妥协，以换取共和党在众院批准更多对乌

克兰的援助资金。

然而，目前看，即使参议院内部能达成某

种形式的“交易”，其在众院通过的可能性也

不大。众院内部共和党保守势力更强大，主

张更强硬移民政策，强调优先弹劾马约卡

斯。民主党内部的激进派人士和拉丁裔议员

也警告参院民主党谈判代表，强调白宫不应

让步甚至采取特朗普式的移民政策。

在即将到来的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移民问题也是两党斗争的焦点议题。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 月 8 日公布的民调显

示，约 2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移民和边境问

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仅次于通货膨胀

（约 29%），高于民主状况和枪支暴力议题。

在共和党选民中，移民和边境问题的重要程

度甚至高于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美国选民对拜登政府处理移

民问题的做法愈发不满。美国哥伦比亚广

播 公 司 发 布 的 民 调 显 示 ，超 过 三 分 之 二

（68%）的受访美国选民不赞成拜登在美墨边

境的做法，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63%的受

访选民表示支持更严厉的边境政策。

显然，共和党此时围绕移民问题大作谴

责与弹劾的“文章”，就是要进一步打击拜登

和民主党的支持率。

在马约卡斯弹劾听证会的当天，众院司

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分别举行投票，认定

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未按要求接受国会质询

的行为构成藐视国会，将推动众院就此进行

全体投票，并可能对亨特提起刑事诉讼。

此次大选季以来，共和党利用对众院的

控制大搞“弹劾攻势”。众院目前已正式启

动针对拜登的弹劾，共和党众议员更是借近

期国防部长奥斯汀“秘密住院”的时间节点

威胁对其发起弹劾。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社会的

移民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长

期饱受争议。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驱逐、

关押、遣返等做法，往往伴随暴力执法行为。

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不仅反映出美国社会

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

社会撕裂和种族对立。（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移民危机积重难返，美国两党恶斗升级

管窥天下G

阅 读 提 示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社会的移民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长

期饱受争议。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关押、遣返等做法，往往伴随暴力执法行为。

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不仅反映出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

社会撕裂和种族对立。

306万吨
印尼中央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印尼大米进口量达到 306 万吨，较

2022 年增长 6 倍多。数据显示，2023 年印尼

从泰国进口的大米最多，为 138万吨，其次是

越南。印尼统计机构将大米与小麦等列为谷

物，该类别也成为印尼 2023年进口额增幅最

大的商品。印尼 2024 年的目标是国产大米

产量达到 5542万吨，但印尼政府预估 2024年

仍将进口大约 300万吨大米。

29亿
欧盟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欧盟游客总过夜数超过 29亿夜，较 2022年

增加 1.71亿夜，创下新高。据报道，由于过夜

能够带来餐饮、住宿、购物、休闲等综合收入，

欧盟将游客过夜数作为旅游业统计核心指

标。2023年，欧盟国际游客过夜数占比 46%，

本地游客过夜数占比 54%。

0.3%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3 年德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比上年实际下降 0.3%。数据

显示，2023 年德国工业（不包括建筑业）萎缩

2.0%，服务行业普遍保持增长，家庭消费支出

下降 0.8%，政府消费支出下降 1.7%，进口下

降 3.0%，出口下降 1.8%。德国联邦统计局

说，尽管该国近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整体依然

居高不下，阻碍经济增长。 （郭济 辑）

探访中越班列探访中越班列

随着中越经贸合作日益加深，两国多地的铁路枢纽间形成了密集的中越班列线路。中国的郑州、南宁、重庆、成都等地，以及越南的河
内、胡志明市等地，都是中越班列重要节点。中越班列开辟了中越物流运输新通道，大幅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图为近日在越南河内东英
车站，集装箱装车结束后，两名工作人员爬至集装箱顶部悬挂注明班次信息的横幅。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 摄

走进太平洋岛国瑙鲁
瑙鲁，太平洋上的一颗珍珠。尽管陆地面积只有21.1平

方公里，但这个由珊瑚礁组成的岛国以其旖旎的热带风光和
独特的风土人情，吸引了全球游客的目光。

瑙鲁政府当地时间1月15日发布声明，宣布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愿同中国恢复外交
关系。在机场，当地人萨拉比与记者谈起瑙鲁宣布与台湾“断
交”、愿同中国复交，十分高兴。“欢迎更多中国游客来瑙鲁旅
游，希望我们和中国成为好伙伴。”

图为近日儿童在瑙鲁海滩玩耍。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比利时布鲁塞尔迎来降雪
近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迎来降雪。图为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人们冒雪在五十年宫公园游玩。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