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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韩国新政府官员“晒家底”
总统文在寅总资产为 １８.２ 亿韩元

韩国媒体 ２６ 日报道， 根据相关规

定， 韩国政府公布了新政府部分官员和

青瓦台秘书等人的资产情况。 其中， 总

统文在寅总资产为 １８.２ 亿韩元 （约合

１０７９ 万元人民币）， 包括其本人、 妻子

和母亲名下的存款和房产。
根据韩国政府公布的数据， 文在寅

拥有多处房产， 其中一些位于家乡庆尚

南道地区， 总价值约为 ８ 亿韩元 （约合

４７５ 万元人民币 ）。 他本人 、 妻子和母

亲的银行存款共计约 ８.７ 亿韩元 （５１６
万元人民币）。

在这轮 “晒家底” 的官员中， 排名

第一位的是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 总

资产 ９３.２ 亿韩元 （５５２８ 万元人民币）。
张夏成曾担任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

教授， 名下有近 ５４ 亿韩元 （３２０３ 万元

人民币） 的股票。 此外， 他和家人的银

行存款总计 ２３ 亿韩元 （１３６４ 万元人民

币）。 他和妻子以及居住在美国亚特兰

大的儿子名下有多处房产。
排在第二位的是青瓦台民政首席秘

书 曹 国 ， 名 下 总 资 产 近 ５０ 亿 韩 元

（２９６６ 万元人民币 ）。 曹国曾在首尔大

学法学院担任刑法教授， 被视为 “少壮

派” 学者。
在这份榜单中排名较靠后的包括青

瓦台秘书室长任钟皙和青瓦台社会改革

首席秘书河胜彰。
任钟皙原是共同民主党议员， 资产

总计为 ４.３４ 亿韩元 （２５７ 万元人民币），
河胜彰净资产排名垫底， 总计 ３.１ 亿韩

元 （１８４ 万元人民币）。
张旌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本报驻柏林记者 赵海博

德国大选：一场猜得到结局的大戏
离德国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关

注欧洲政治的人都很好奇， 社民党候选

人舒尔茨能够成为“黑天鹅”吗？ 这位将

自己大半个职业生涯献给欧盟的德国政

治家当然有可能爆冷， 只不过他的竞争

对手———默克尔更像是德国国徽上那只

展开双翼的老鹰， 随时准备扑杀外形优

美却毫无还手之力的天鹅。
今年的德国 大 选 像 极 了 好 莱 坞 大

片。尽管大家都能猜到结局，但依然被编

剧设计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深深吸引。 根

据 23 日的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领导的

基民盟得到了 38%的支持率，领先社民

党 14 个百分点。社民党的竞选纲领已经

逐渐明晰， 似乎再也拿不出能够挑战默

克尔的政策主张， 大片正在按照它的既

定剧情走向结局。

得老年者得天下

8 月 22 日，著名的科隆游戏展第九

次拉开了帷幕。 此次展会被赋予了与众

不同的政治意义：默克尔亲自揭幕，成为

首个为游戏展揭幕的德国领导人。 在开

幕致辞中， 默克尔高度评价电子游戏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此举被德媒认为

是默克尔有意利用游戏展拉近和年轻选

民的距离。
不过， 联邦选举检察官萨赖特却在

德国媒体上表示， 老年选民才是决定选

举结果的群体。他在采访中称，随着德国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

选民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选民 ，70 岁

以上的选民超过了 20%。 相应的，年轻

选民所占的比例近 20 年来不断下降，30
岁以下的选民只占到选民总数的 22%。

年轻人不仅在数量上不具有优势，
参与政治的热情也远远比不上老年人。
而在老年人中， 默克尔领导的右翼保守

主义政党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 德国老

年人普遍认为， 默克尔执政风格沉稳，
过去几年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尽管在难

民问题有过失误， 但是基民盟已经明确

表示决不允许再有大量难民涌入德国，
并且将加快非法难民的遣返工作。

埃尔多安成为搅局者

正当默克尔和舒尔茨正全力冲刺之

时，一名场外观众却突然出现在场内，企
图给默克尔使绊子， 他就是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在 18 日表示，德国

总理默克尔是土耳其的敌人， 号召在德

土耳其人在德国大选中反对默克尔。
这种对他国内政赤裸裸的干预，缘

自德土之间愈发糟糕的关系。 埃尔多安

当选土耳其总统以来， 德土关系就开始

出现倒退， 去年 7 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

变之后，两国关系更是急速恶化。土政府

指责德国给参与未遂政变的人员提供政

治避难， 德国政府则指责土关押德国公

民， 其中包括一名为德国报纸工作的记

者。 6 月底，德国政府拒绝了土方有关埃

尔多安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

期间组织在德土耳其人集会的申请，随

后土耳其再次拒绝德国议员团探访驻扎

在土境内北约空军基地的德国官兵。
那么埃尔多安的号召到底有多大的

影响力？ 是否真的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呢？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调查数

据， 不过我们不妨做一个并不严谨的计

算题： 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有 300 万

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选举权，而
拥有选举权的土耳其裔德国人也并非都

支持埃尔多安。以 2015 年土耳其大选为

例，在德土耳其人有 40%并不支持埃尔

多安。 即使 300 万在德土耳其人都拥有

选举权， 也都无条件响应埃尔多安的号

召，他们也仅仅占到德国人口的 3.75%。
对于支持率领先追赶者两位数的默克尔

而言， 土耳其人并不能阻碍她继续留在

权力的巅峰。

汽车政策成为争论重点

相对于埃尔 多 安 这 种 外 来 的 搅 局

者， 更能影响剧情发展的恐怕还是基民

盟和社民党在内政问题上的争斗。
对于德国而言， 没有什么比关于汽

车工业的讨论更能吸引眼球的了。 近年

来， 欧盟内部要求停止销售柴油汽车从

而减少环境污染的呼声不绝于耳。 而德

国大众“尾气门”的爆发，更是让柴油汽

车在德国成为环保主义者们口诛笔伐的

焦点。默克尔始终坚持认为，德国企业固

然应该反省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 然而

也不应该妖魔化柴油汽车。 默克尔的这

一表态遭到了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的

激烈批评。一位德国记者写道，面对柴油

问题， 默克尔没有拿出当年废除核电站

时的魄力和责任感， 她屈服于德国的汽

车康采恩。不过这个不难理解，汽车毕竟

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它在德国直接或者

间接提供了 80 万个工作岗位。
在汽车产业改革问题上， 舒尔茨则

激进得多。他针对德国汽车业提出了“五
点计划”，其中包括在欧盟内引进强制性

的电动汽车生产配额制度， 以加快德国

汽车业转型。
大选将至， 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都

可能被无限放大。 面对环保主义的批评

声浪以及在野党咄咄逼人的姿态， 默克

尔的态度也出现了软化。在 8 月 22 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 默克尔暗示德国也将效

仿法、 英等国家， 逐步禁止销售柴油汽

车。不过她拒绝为这一计划设置时间表，
并依然强调汽车产业的变革必须循序渐

进。 （本报柏林 8 月 27 日专电）

印度“大师”强奸案引发恶性骚乱
已造成至少 36 人死亡 250 余人受伤，

另有 552 人被逮捕

印度哈里亚纳邦警察总监桑杜 ２６
日说，２５ 日发生的大规模骚乱已造成至

少 ３６ 人死亡， 另有 ２５０ 多人受伤。 有

５５２ 人因参与骚乱被逮捕， 有关骚乱的

调查正在进行中。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骚

乱之所以发生，与一位所谓“大师”遭有

罪宣判后其所在宗教组织的煽动有关。
如果这位“大师”最终被判处入狱服刑，
不排除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大师” 面临量刑宣判

哈里亚纳邦政府宣称， 该邦目前局

势已恢复平静， 骚乱重灾区班杰库拉和

锡尔萨两地的宵禁也有所放松。
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国

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以及情报机

构和准军事部队负责人 ２６ 日召开会议，
就印度北部特别是哈里亚纳邦的安全形

势进行评估和磋商， 认为局势处于可控

状态。
印度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 ２５ 日

发生大规模骚乱， 骚乱蔓延至首都新德

里地区。 骚乱发生之前， 印度一个特别

法庭裁定， 宗教组织头目古尔米特·拉

姆·拉希姆·辛格强奸两名女信徒罪名成

立 。 判决引发辛格支持者举行 抗 议 活

动， 并与军警发生冲突。
辛格因强奸 罪 面 临 七 年 以 上 的 监

禁， 现在哈里亚纳邦一个临时监狱等待

量刑宣判。 为防止再次发生骚乱， 大批

准军事部队和正规部队已部署到位， 加

强了安全警戒。 届时， 印度中央调查局

的法官可能乘直升机前往临时监狱进行

宣判。 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辛格被判入

狱， 不排除再度爆发骚乱的可能。

“大师 ”所在的组织拥有
影响力

分析人士指出， 这次判决之所以引

起骚乱， 主要是由于辛格本人及其所在

组织的煽动。 该组织在哈里亚纳邦和旁

遮普邦有较大影响， 信徒多为低种姓人

群。 辛格通过提供政府没能提供的社会

服务和接纳长期被社会排斥的低种姓人

群， 身旁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
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南 亚 问 题 专 家 叶

海林认为， 辛格所在的组织在印度造成

较大影响有两个原因， 一是印度的社会

福利体系存在较大缺陷， 一些宗教团体

承担了部分社会职能 ； 二 是 印 度 政 府

给了他们很大的活动空间 ， 对 其 管 理

比较宽松。
除了聚敛财富， 辛格还利用数量庞

大的信徒获取政治等方面的资源， 并由

此成为印度各政党竞相拉拢的对象。 他

能够动员大量追随者参加选举投票， 然

后再把追随者手中的选票兑换为可以利

用的资源。
在 ２０１４ 年选举中， 辛格因支持印

度人民党 （印人党） 而成为执政党的座

上宾， 与印人党关系密切。 辛格平时享

受印度政府提供的 “极重要人 物 ” 待

遇。 哈里亚纳邦政府说， 这项待遇因为

辛格被判有罪已被取消。

地方政府处理不当

面对重大人员伤亡， 哈里亚纳邦政

府承认在处理骚乱时有失误。 班杰库拉

警察部门负责人在发布公告中只说明不

允许携带武器， 而没有禁止五人及以上

人员集会的内容。
印度一些舆论认为， 哈里亚纳邦执

政的印人党政府涉嫌 “纵容包 庇 ” 辛

格， 是此次骚乱背后的深层因素。 哈里

亚纳邦和旁遮普邦高级法院 ２６ 日公开

指责印人党政府对辛格提供 “政 治 庇

护”， 目的在于 “换取选票”。
在判决之前三天， 十多万辛格的支

持者陆续向法庭所在地班杰库拉集结。
反对党国大党一位发言人说， 尽管提前

数天就得到骚乱警告， 但中央和邦政府

坐视骚乱人群聚集而没有采取 得 力 行

动， 在处理此事上 “显得无能”， “应

该下台”。
叶海林认为， 接下来对辛格的量刑

宣判会否导致形势恶化，值得持续关注。
新华社记者 胡晓明

（新华社新德里 ８ 月 ２７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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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泰勒阿费尔
新华社巴格达 ８ 月 ２７ 日电 （记者

程帅朋 ） 伊拉克政府军官员 ２７ 日 说 ，
政府军已收复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

伊拉克的最后主要据点泰勒阿费尔镇。
伊联合行动指挥部中将亚拉拉在声

明中说 ， 伊政府军和什叶派民 兵 武 装

２７ 日收复泰勒阿费尔镇北侧的最后两

个街区， 泰勒阿费尔镇现已完全解放。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本月 ２０ 日宣布

打响泰勒阿费尔收复战。 随后， 伊反恐

部队、 联邦警察部队、 什叶派民兵组织

等从多个方向对泰勒阿费尔发起攻势。
伊军方透露 ， 战役发起前 ， 有约 ２０００

名 “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在泰勒阿费尔

镇及该镇外围的村庄据守。
亚拉拉同时 表 示 ， 目 前 “伊 斯 兰

国” 武装分子仍控制泰勒阿费尔镇以北

约 １０ 公里的阿亚迪亚地区， 政府军正

在向这一地区前进。
泰勒阿费尔位于尼尼微省首府摩苏

尔以西 ７０ 公里，靠近伊拉克和叙利亚边

境， 曾是连接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

卡的重要通道，２０１４ 年落入“伊斯兰国”
之手。丢掉泰勒阿费尔后，“伊斯兰国”在
伊拉克控制的地盘仅剩基尔库克省的哈

维杰地区和安巴尔省的数个城镇。

调查显示德国人最担忧移民问题
据新华社柏林 ８ 月 ２６ 日电 （记

者田颖）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近

日公布年度调查报告说， 德国人对移

民潮和移民在德国的融入问题最为担

忧， 而恐怖主义首次成为德国人眼中

亟待解决的十大社会问题之一。
这项名为 《２０１７ 年各国的挑战》

的调查于 ２０１７ 年春季进行， 涉及 ２４
个国家的 ２．７５ 万人， 其中包括 ２０１８
名德国民众。 问题为： “你认为你的

国家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德 国 受 访 者 中 ５６％表 达 了 对 移

民潮和移民融入问题的担忧。 这一比

率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有所下降。 ２０１６ 年，
８３％的德国受访者给出这一答案。

捷孚凯负责人雷蒙德·维尔德纳

认为， 德国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有

所缓和主要原因是进入德国的难民数

量大幅下降。 一方面难民经由巴尔干

进入德国的通道关闭，另一方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土耳其与欧盟达成协议， 同意

接收欧洲遣返的难民。

值得注意的是， 恐怖主义首次成

为德国人眼中亟待解决的十大社会问

题之一，位列“十大亟待解决问题”第

十位，排在贫困、犯罪、失业、租金与养

老、物价与购买力等之后，共有 ９％的

受访者表达了对恐怖主义的担忧。 近

年来德国遭受了数次恐怖袭击。
１０ 年前进行这项调查时 ， 失业

是德国人最担忧的问题， 但在今年的

调 查 中 失 业 仅 排 在 第 四 位 ， 共 有

１６％的受访者表达对失业的担忧。

“典范选举”已有不合时宜之处
———看德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局限性

9 月 24 日， 德国将迎来第 19 届

联邦议会大选，产生新一届议会、政府

及政府领导人。 根据德国联邦选举法

规定，年满 18 岁的德国籍公民拥有选

举权；居住在外国的德国籍公民，包括

拥有双重国籍身份的公民， 可以通过

邮寄信件的方式参加选举。 全德共设

299 个选区。 选票由两部分组成，选民

需投两票：第一票选直接候选人，各选

区获得相对多数的候选人直接进入联

邦议会；第二票选党派。各党派在全德

境内获得的票数比例决定该党派在议

会的席位名额。 联邦议会由 598 个议

员席位组成， 其中 299 个由第一票直

接选举产生， 剩下的 299 个则通过第

二票的党派选举产生。因此，联邦议会

的组建取决于第二票的选举结果。 如

果某党派直接议员席位比例高于第二

票党派选举比例， 而直接议员席位是

无法取消的，议会将增加悬挂议席。
这样的选举制度似乎既重视议员

与选民之间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又充

分考虑到各党 派 在 议 会 中 的 利 益 平

衡。 然而，实践层面看，德国现行选举

制度并不能真正兼顾所有选民的利益

和诉求，部分规定已不合时宜，甚至存

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5%的门槛”阻拦民意

一方面， 联邦议会依然设有“5%
的门槛”。全德范围内，只有获得 5%及

以上选票的党派才有资格进入议会。
初衷是不希望过多小党进入议会，增

加组建政府难度。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

理，然而，这些被议会拒之门外的小党

选票相加后所达到的比例较高， 直接

影响到部分选民的利益诉求被忽视。
本届联邦议会选举中， 获准参选

的党派有 48 个，最终确认参选的党派

42 个，上联邦州名单的党派有 34 个，

其中包括六个主流政党， 它们是基督

教联盟党、社民党、左翼党、另择党、自
民党和绿党。 此外，自由选民党、政党

党（全称“劳工、法制国家、动物保护、
精英扶持和基层民主倡议党”）、 德国

马列党和基本收入党这四支小党在全

德 16 个联邦州的选举名单中都有，表
明其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尽管如此，它
们很可能因为 5%的议会门槛而最终

无法进入议会。
以 2013 年联邦议会选举为例，投

票率为 71.5%，被 5%议会门槛卡住的

选票比例约为 16%， 其中包括自民党

（4.8% ）、 另 择 党 （4.7% ）、 海 盗 党

（2.2%）。 假设今年这一比例和投票率

不变， 以 6150 万选民为基数计算，实
际投票选民人数仅为 4397.25 万 ，其

中 703.56 万选票被议会拒之门外，只

有 3693.69 万选票对议会组建产生直

接影响 ，仅占总居民人口数 （约 8300
万）的 44.5%。 因此，德国议会到底能

多大程度地代表民意还有待商榷。

年轻一代利益不易受重视

另一方面，德国选举法规定，只有

年满 18 岁的德国公民才拥有选举权。
而部分联邦州议会选举已经把年龄要

求降低到 16 岁，近年来针对联邦议会

是否也应该将年龄下限调整为 16 岁

的讨论非常热烈。 德国社会老龄化问

题导致年轻选民占比较低， 年轻人投

票率也普遍低于年长者。因此，年轻人

参与政治的意愿和力量均比较弱，政

坛依然是老一代的舞台， 这导致年轻

人关心的议题不易受决策者的重视。
从 2013 年联邦议会选举来看，年

龄在 21 岁至 25 岁间的选民中， 只有

60%的人参加了投票， 低于平均投票

率， 而 60 岁至 70 岁间选民投票率高

达 80%，40 岁至 50 岁 之 间 的 选 民 投

票率与平均投票率持平。 本届选举的

6150 万选民中约有 940 万 选 民 年 龄

在 18 岁至 30 岁之间，而 60 岁以上的

选民人数约 2230 万人。年长选民人数

多，投票率高，与之相反的是年轻选民

人数少，投票率低。 那么，年长选民所

掌握的话语权要远多于年轻选民，年

长选民关心的议题也更易得到贯彻。
以养老政策为例，“母亲养老金”

计划和 “63 岁提前退休 ”这两个大选

关键议题在这一届政府都得以实现，
而年轻人关心的教育、 互联网等和他

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问题还没

有彻底落实。年轻一代的利益受损，代
际公平欠缺。

选举制度偏离最初的意图

再看今年的大选， 借用德国电视

二 台 主 持 人 瓦 尔 德 的 话 ,“基 民 盟 认

为，德国一切良好，要感谢默克尔，一

切照常”。
而默克尔的挑战者舒尔茨将社民

党的核心议题设为“社会公正”，拟修

改《2010 议程》，主要受惠的是失业人

群，以此促进社会公正。舒尔茨民调支

持率短暂高歌猛进后一路下滑， 显然

选民对他的执政理念不满意。 尽管社

民党着手调整策略，抛出“教育全程免

费”“取消轿车高速公路过路费” 等新

话题，但也仅是拉票策略而已，其可行

性并未经过严密论证，可信度低，绝不

是对年轻人利益诉求的真实回应。
德国联邦选举制度已有 60 余年

历史，且形式基本保持不变，甚至被一

些国家视为典范。表面看，该选举制度

确是成功的。 而这一点恰恰导致德国

人不再追问一个好的选举制度所应具

备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无论是选举制

度本身的合法性， 还是通过选举产生

的政治决策者行为的合法性， 都取决

于选举制度是否还能按最初的意图发

挥作用。 面对社会的多元和民意的分

散， 德国人应该追问和反思现行的选

举制度， 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兼顾民

意代表性和政治稳定性。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确保德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
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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