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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同

　　

　　三年前，“国会山骚乱”震碎“美式民主”的滤镜，让

国际社会看清“美式民主”的假面。如今，“国会山骚乱”

已过三周年，事件带来的混乱仍未结束，带给美国政治

生态的负面影响也远未消散。民主、共和两党对“国会

山骚乱”如何发生、谁该负责、影响几何的争议，已经成

为2024年总统大选选战中的“火药桶”，一触即发，给美

国增添更多的混乱和动荡。

滤镜破碎残局待解

　　国会山作为立法机构办公地，无疑是华盛顿最具

地标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建筑，犹如美国民主制度的一

个符号。也正因此，2021年1月6日，当大批特朗普支持者

暴力闯入国会山，打断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进程，制造

了“国会山骚乱”的“名场面”时，可谓将美国政治极化

现象推至顶点，在全球聚焦中给“美式民主”一贯的“美

颜滤镜”以沉重一击。

　　三年后的今天，拜登政府及民主、共和两党依然没

有收拾干净“国会山骚乱”的残局。

　　当下，围绕这起事件的审判、调查和听证会远未结

束：美国当局仍在努力指认因在“国会山骚乱”中存在

暴力行为而被通缉的80多人；虽然已有超过1200人因关

联“国会山骚乱”被逮捕，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从轻罪非

法闯入到重罪密谋叛乱，其中700多人认罪，约170人在

审判后被定罪，但对被控犯罪人员的审判仍在进行中。

　　不仅如此，美国联邦检察官已就“国会山骚乱”以

多项罪名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刑事指控，但特朗普拒

绝认罪。此案将于今年3月开庭。

　　此外，特朗普还因“国会山骚乱”事件在科罗拉多

州、缅因州等多州被裁定取消党内初选资格，目前仍在

上诉。

“否决政治”无处不在

　　近年来，美国党派斗争日趋尖锐，导致民众对立情

绪愈加激烈，“国会山骚乱”标志着美国社会自上而下的

分裂达到新高。三年后，这种极化与撕裂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走向更危险的态势——— 无处不在的“否决政治”。

　　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作为“美式

民主”象征的国会山三年前遭到的沉重一击，在目前大

选选战正酣之际，已沦为两党相争的热门话题。

　　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均自以为得计，将之当

作攻击对方的“炮弹”。

　　在“国会山骚乱”三周年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

开始了2024年大选的第一站活动，矛头直指特朗普。在

演讲中，他围绕“国会山骚乱”事件，抨击特朗普的表现

“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总统失职行为之一”，还称特

朗普“宁愿牺牲美国的民主，也要让自己掌权”。

　　对于拜登的指责，特朗普不屑一顾，并称他这位民

主党对手的言论“可悲”，是在“散布恐慌”。特朗普还认

为，指控他干涉2020年大选是“猎巫”以博取支持，并将

“国会山骚乱”之日称为“美好的一天”，将因参加骚乱

而被捕者描述为“伟大的爱国者”。

　　特朗普高级竞选顾问认为，是拜登及其盟友对民

主构成了“真实的威胁”。

　　此外，特朗普日前已将被剥夺参选资格案上诉到

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里克·哈森

预测称，美国需要联邦最高法院果断解决围绕特朗普

参选资格的问题，否则后面可能出现更多混乱。

　　可以预见，“国会山骚乱”将成为美国2024年大选的

“关键词”之一，催生出大量争议和讨论。在发生三年之

后，这起事件的阴影依然未散，正加剧美国政治的

纷乱。

政治纷争愈演愈烈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会山骚乱”带来的政治余波

与党争共振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必将进一步撕裂美

国社会。

　　《华盛顿邮报》和马里兰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超

过半数(5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会山骚乱”事件是

“对美国民主的攻击，永远不应该被遗忘”，这其中大多

是民主党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拒

绝接受这一观点。超过七成受访共和党人表示，“国会

山骚乱”被过度炒作。

　　这显示出美国民众对“国会山骚乱”的态度因所持

的不同政治立场而愈发对立。

　　随着围绕“国会山骚乱”的政治和法律纷争愈演愈

烈，美国陷入更多政治纷乱中，不少美国民众因此开始

对美国选举制度和民主制度产生怀疑。

　　盖洛普公司5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28%的

美国成年人对该国的民主现状感到满意，较“国会山骚

乱”事件发生后不久的调查结果（35%）又有明显下降，

创历史新低。

　　从不同的党派来看，对美国民主感到满意的民主

党人比例为38%，高于共和党人的17%以及无党派人士

的27%。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该民调问题推出以来，

这三个群体对美国民主的满意度均有程度不小的

下降。

　　对于拜登及特朗普阵营互指对方给民主带来威胁，

美联社5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一个政治两极分化的国

家，就“谁对民主构成更大威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或许

凸显出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齐布拉

特说：“当双方都开始将彼此说成是民主的威胁时，无论

现实情况如何，都是民主正在瓦解的迹象。”

　　那么，究竟谁该为美国脱轨的政治极化现象乃至

失灵的民主制度负责呢？美国各界对此并不缺乏反思

的声音，但在社会对立和民意撕裂的现状中，美国无法

取得统一答案，更没有解决方案。

□　本报记者 苏宁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

派系秘密政治资金丑闻持续发酵。1月7日，自民党安倍

派众议员池田佳隆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被捕后，8

日，日本媒体又曝出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计划对该

党另外两名议员立案调查。下一步，不排除有更多国会

议员被逮捕的可能。

　　为减少不断发酵的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自民党1

月10日设立一个新机构———“政治刷新本部”，以提高

自民党内派系政治资金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岸田政府

也在酝酿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

不排除更多议员被捕可能

　　随着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对自民党派系秘密政治

资金问题调查的深入，7日，池田佳隆因涉嫌违反《政治资

金规正法》被正式逮捕。据报道，池田佳隆收受的政治筹

款派对券回扣超过4800万日元（1日元约合人民币0.05元），

数额巨大。有证据表明，他还存在“共谋”行为，事发后曾

指使秘书销毁证据以规避调查。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指出，现任国会议员因违

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被逮捕极为罕见。过去发生的类

似案件中，最近的一起发生在2003年，时任国会众议员

坂井隆宪对约1.68亿日元的政治捐款没有按规定记账。

　　然而，事态尚未平息，下一步可能有更多现任国会

议员被逮捕。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特搜部计划对同属自民党

安倍派的国会参议员大野泰正和众议员谷川弥一正式

启动立案调查。其中，大野泰正涉嫌收受秘密政治资金

回扣超过5000万日元，谷川弥一收受金额也超过4000万

日元。

　　此外，包括原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内的曾担

任安倍派历任事务总长的重量级国会议员也在检方调

查范围之内。

　　现任国会议员被逮捕充分说明了自民党秘密政治

资金问题的严重性，给自民党造成了沉重打击。连日

来，以岸田文雄为首的自民党高层纷纷表态称，将“以

强烈的危机感努力挽回信任”。但社会舆论对政府的态

度及应对措施并不满意。

　　日本《西日本新闻》社论指出，自民党秘密政治资金

丑闻已发展至现任国会议员被逮捕的严峻局面，但从首

相的道歉套话中感受不到应有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

　　社论还指出，对于秘密政治资金如何筹集、如何使

用，自民党欠日本民众一个说法。此外，被逮捕议员自

始至终未向公众作出解释说明，而自民党在议员被逮

捕后才对其作出开除党籍的惩处，这只是断尾求生式

的应对，完全不负责任。

自民党派系政治深受诟病

　　自民党诞生以来，派系政治因系滋生腐败的温床

而深受诟病。以此次秘密政治资金丑闻持续发酵为契

机，日本社会对派系政治和权钱腐败的质疑与声讨之

声再度高涨。日本《东京新闻》刊文指出，清除派系政治

和权钱腐败将是恢复民众信任的重要一步。

　　为应对事态，研究后续整改措施，自民党1月10日

设立由岸田文雄任本部长、前首相菅义伟等人任最高

顾问的“政治刷新本部”。成员达数十人。该机构1月11

日召开首次会议。

　　然而，在关键的派系存废问题上，自民党内存在明

显分歧。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自民党内以菅义伟为

代表的无派系人士强烈主张取消派系。近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菅义伟更加明确地指出，只要自民党制定有

效机制，取消派系后党派也可正常运转。

　　但另一方面，自民党内对取消派系持慎重态度的声

音依然强烈。新成立的“政治刷新本部”成员中，除菅义伟

外，麻生太郎、茂木敏充、森山裕等重要政治人物都是派

系领袖，他们大都反对取消派系。岸田文雄本人也将维

持派系现状作为政治改革的前提。

　　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指出，如何处置派系是一

个大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取消的可行性。他同时批评称，

“政治刷新本部”内派系领袖云集，因此就如何解决深受诟

病的自民党派系政治，恐怕很难得出真正客观的结论。

　　日本多数媒体认为，就派系存废问题，自民党内对

立严重，“政治刷新本部”的讨论可能很难达成共识。

呼吁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

　　当地时间1月4日，岸田文雄在官邸召开新年记者

会并就自民党派系秘密政治资金丑闻道歉时承诺，将

对《政治资金规正法》等法律进行修改。他当时主张，

“必须在国会由各党深入讨论（修法事宜）”。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关于《政治资金规正法》

的修改完善问题，岸田文雄在作出上述表态后，未再表

现出积极推动修法的姿态。因此，自民党设立的“政治

刷新本部”未来会否就完善该法深入研究尚是未知数。

　　目前，自民党内关于修改完善《政治资金规正法》

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政治筹款派对券购买人

信息公开基准由现行的20万日元降低至5万日元；对不

记账或作假账的罚则在现行的5年以下监禁或100万日

元以下罚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将该法的约束对象

由会计责任人扩大至包括政治家。

　　而对于修改完善《政治资金规正法》，其他主要政

党比自民党更为积极。参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决定，将

在本月26日通常国会召开之前，提出本党改革方案，改

革方案将以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为中心。

　　在野党方面，立宪民主党已经开始就修改《政治资

金规正法》展开研究；日本维新会提出废止企业团体政

治捐款；日本共产党提出禁止企业团体购买派对券；国

民民主党提出强化《政治资金规正法》罚则。

□　本报记者 韩博

　　

　　近日，英国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主席加文·斯蒂

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承认，英国警察系统的确

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他强调需要消除目前的系统

性偏见和歧视，并呼吁改革现有政策。斯蒂芬斯的一

番话，仿若揭开了一层遮羞布，然而其下掩盖的真相，

早已是英国各界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歧视顽疾由来已久

　　在英国，刑事司法领域种族主义顽疾可谓由来已

久，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长期受到刑事司法系

统的区别对待。

　　据英国警方2022年发布的报告，黑人被逮捕和搜

查的概率比白人高7倍，被警察使用暴力对待的概率

比白人高5倍，全英10%的搜查记录、27%的警力使用事

故和35%的电击枪使用事故都涉及黑人，但事实上黑

人只占英国人口比例的3.5%。

　　据2022年3月发布的“英国埃文和萨默塞特地区

刑事司法系统不均衡性报告”显示：“在近5年的时间

里，对黑人的拦截搜查比例增加了69%。黑人的平均监

禁刑期比白人长10年。”

　　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英国最大的地方警察部

门——— 伦敦警察厅有多达150余名警察已被禁止担任

面对公众的职务，原因是他们正面临涉嫌种族主义或

性行为不端指控的调查。

　　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在2023年初发表声明，对英

国刑事司法系统内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表示严重关

切，并认为英国的种族主义是“结构性、制度性和系

统性的”。

英国警界态度不一

　　对于警察系统内部是否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

英国警界看法迥异、态度不一。

　　加文·斯蒂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英国警

察系统的确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但他同时强调，

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警员都存在种族歧视。

　　“认为黑人更危险的传统印象根本站不住脚，诚

然一些年轻黑人男性参与犯罪活动，但白人男性也一

样。”加文·斯蒂芬斯说。

　　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联合会主席史蒂夫·哈特肖

恩去年4月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他接受一项针对

伦敦警察厅工作的独立调查结论。该结论认为，英国

警察机构在制度上存在种族主义等现象。史蒂夫·哈

特肖恩说：“25至30年过去了，情况似乎没有改善，我

们仍然面临这些可怕的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

制度性缺陷，必须由整个组织的高级领导层来解决。”

　　苏格兰警察局局长伊恩·利文斯通去年5月接受

采访时指出：“苏格兰警察的确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

和歧视行为，不公正和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历史性问

题，我们会继续努力解决制度性歧视。”

　　尽管苏格兰警察局、英国交通警察局等一些

警察局承认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但包括英格

兰三大警局（大都会警察局、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

和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在内的一些警察局却拒绝

承认机构内部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等情况。

　　大都会警察局局长马克·罗利拒绝接受“制度性

种族歧视”等标签，理由是它们的定义含糊不清。

　　负责英格兰西南五个郡的埃文和萨默塞特警察

局局长萨沙·克鲁去年6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毫无疑

问，种族主义在整个警察系统中普遍存在。”然而，埃

文和萨默塞特郡警察联合会却反对萨沙·克鲁的看

法，表示这可能会分裂警察和社区，甚至可能会造成

官员都是种族主义者的印象。

呼吁解决根本问题

　　2022年5月，英国警务学院和国家警察局长委员

会实施了一项实验性的“警察行动计划”，旨在改善黑

人警察以及与警务活动有关的黑人公民的处境。该计

划虽然受到了无用性质疑，如“该计划还是延续了警

察系统本来就存在的架构”，但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

表示，将继续对该计划中反种族主义的内容进行测试

和完善。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加文·斯蒂芬斯呼吁从根

本上改革国家政策和警务实践流程，以消除歧视，并

确保能关注少数群体的真实想法。斯蒂芬斯还提出了

他的改革设想：“警察在上岗前需要像医生和护士一

样首先获得执照。”他认为这将有助于警察的警务活

动更加专业化。

　　英国交通警察局长与少数族裔警官进行商议后，

决定改变招聘条件，实现组织内部文化的转变，以期

潜移默化地消除警察系统内种族歧视的土壤。

　　英国埃文和萨默塞特地区警察和犯罪办公室独

立主席德斯蒙德·布朗提出，要改变警察系统内部种

族歧视现象，应该实现五个关键领域的流程变革，包

括拦截搜查、青少年犯罪、庭外处置、监狱和人力资源

管理、警察队伍的留用和晋升等。

　　据韩联社等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会1月

9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有关成立宇宙航

空厅（相当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法案。据悉，

韩国国会当天一揽子通过了《宇宙航空厅设

立运营特别法》草案、《宇宙开发振兴法》修正

案以及《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其中，《宇宙航

空厅设立运营特别法》草案根据韩国总统尹

锡悦的竞选承诺制定。据此法案，韩国将成立

掌管航天发展事业的国家“指挥塔”。韩联社

等媒体预测称，韩国宇宙航空厅最早将于今

年5至6月在庆尚南道泗川市成立。根据法案，

宇宙航空厅隶属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

部，受韩国总统直属的国家宇宙委员会监督。

履行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职能的韩国航空宇

宙研究院以及韩国天文研究院将成为宇宙航

空厅的附属机构。另一方面，《宇宙开发振兴

法》修正案规定，将由总统担任国家宇宙委员

会委员长，而不是此前的国务总理。

　　新加坡政府将制定法证医学检验新框

架，为法证医学检验规定和保障措施提供更

明确的法律条文，使刑事调查更有效。新加坡

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拉哈尤玛赞1

月10日在国会上提出刑事诉讼（修正）法案，

制定法证医学检验新框架是其中的要点。法

证医学检验是将罪犯绳之以法的重要工具，

所采集的证据，包括血样或脱氧核糖核酸

（DNA）拭子、拍照等，对罪案调查至关重要。

根据修正案，嫌犯若无合理理由却拒绝接受

检验，或任何人阻止法证医学检验的进行，将

面临刑事处罚，可判最长七年监禁，或罚款，

或两者兼施，刑罚与妨碍司法公正罪一样。新

框架也列出采集证物过程的保障措施，确保

检 验 适 当 进 行 以 及 接 受 检 验 者 获 得 合 理

对待。

　　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部分高

层当地时间9日表示，虽然两党已达成2024财

政年度支出协议 ，但为避免联邦政府部分

“停摆”，国会恐需要再通过临时法案“救

急”。更难以及时在国会“过关”的法案是2024

财年(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长期

拨款法案。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迈克·约翰逊

和参议院民主党籍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本

月7日宣布就本财年的支出上限水平达成一

致，但在本月19日，为20%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提供运转资金的临时拨款法案便将到期。这

意味着留给参众两院审议通过长期拨款法

案的时间所剩无几。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

党籍主席帕蒂·默里当天也表态支持通过临

时拨款法案“救急”。她说：“我们正马不停蹄

地完成 (对长期拨款法案的审议)，但明显时

间紧迫。”

　　（本报记者 吴琼 整理）  

“国会山骚乱”三年后阴影仍存

“美式民主”滤镜破碎 政治极化撕裂加深

日本秘密政治资金丑闻牵出多名议员

高层公开承认

英国警察系统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

韩国会通过法案批准成立宇宙航空厅

新加坡拟制定法证医学检验新框架

美政府因拨款法案难产陷“停摆”危机

　　“国会山骚乱”事件已过三周年，事件带来的混乱仍未结束。图为已故美国国会警察霍华德·利本古德的

妻子瑟琳娜·利本古德(左)参加“国会山骚乱”纪念活动。 CFP供图  

　　1月7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日本自民党成员就

议员池田佳隆被捕一案召开记者会。 CFP供图  

　　图为英国伦敦举行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