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首尔12月12日电（记
者陆睿 孙一然）包括最大在野党共

同民主党在内的韩国6家在野党12

日再次向国会提交总统尹锡悦弹劾

动议案。

共同民主党11日表示，计划推

动国会14日下午就尹锡悦弹劾动议

案进行第二次投票。韩国国会曾于

本月7日下午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

动议案，因参加投票的议员人数不

足，动议案未获通过。按相关程序，

弹劾动议案若要在国会通过，需在国

会总共300个议席中获得至少三分

之二议员支持。

新华社首尔12月12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韩国国会12日表决通

过调查总统尹锡悦等人内乱罪嫌疑

的“内乱特检法”和调查总统夫人金

建希的“金建希特检法”。

共有283名议员参加“内乱特检

法”投票，其中195人投赞成票，86人

投反对票，2人弃权。参加“金建希

特检法”投票的议员共282人，其中

195人投赞成票，85人投反对票，2人

弃权。

按照韩国相关规定，当天通过的

“内乱特检法”和“金建希特检法”属

于一般特检法。一般特检法在国会

通过后，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驳回，

法案可被退回国会再次表决。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9

日向国会提交“12·3尹锡悦内乱事

态特检法”，以调查总统尹锡悦宣布

紧急戒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宪违法

的情况。韩国国会10日召开全体会

议，通过要求迅速逮捕总统尹锡悦

的决议案，以及调查尹锡悦等人发

动内乱嫌疑的“内乱常设特检法”。

金建希被指控涉嫌在2009年至

2012年间参与操纵宝马汽车在韩经

销商德意志汽车的股价、干预公职选

举等。

韩国在野党再次向国会提交尹锡悦弹劾动议案

韩国国会通过
“内乱特检法”和“金建希特检法”

韩国国会12日表决通过对法务部长官朴性载和警察厅厅长赵志浩的弹劾动议
案。根据韩国法律，弹劾动议案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后，赵志浩与朴性载将被立即
停职，最终是否弹劾还须经由宪法法院审判。图为12月12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左二）在首都首尔的国会参加对法务部长官朴性载和警察厅厅长
赵志浩的弹劾动议案投票。 新华社/美联

韩国国会通过法务部长官和警察厅厅长弹劾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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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12日电（记者
王其冰）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

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

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

家对俄罗斯制裁；去年，瑞士国防军出台

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

事融合；今年，瑞士先是申请加入“欧洲天

空之盾倡议”防务采购合作项目，后加入

“欧盟防务创新中心”，成为该机构唯一一

个非欧盟成员。

事实上，瑞士武器装备多年来行销多

国。瑞士军工企业为扩大市场和利润，近

年来积极推动放宽本国武器出口法律限

制。眼下，这也迎合了欧洲加大对乌军援

的呼声。只是，舆论不免质疑：瑞士难道

要自废“军事中立”传统？

约束下扩张

瑞士作为中立国，受1907年《海牙公

约》（包括《陆战时中立国家及其人民的权

利义务公约》以及《海战时中立国之权利

义务公约》）约束，不得出口其国有军工

企业武器，并且不能向交战双方任何一

方出售武器。然而，《海牙公约》并未限

制瑞士私营军工企业武器出口。瑞士自

身军火制造业由来已久，历史沿革比较

复杂，且与德国、美国军火制造有着千丝

万缕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920年《凡

尔赛和约》生效及国际联盟成立，德国作

为战败国，军备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和监

督。而瑞士出于平衡“中立”立场，主张让

德国加强军备。在这一背景下，德国为规

避国际联盟军备监督，在二战前就将部分

军工厂迁到地缘文化上亲近且态度“中

立”的瑞士。瑞士东北部与德国接壤的沙

夫豪森州因此成为军工重镇。直到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军工企业才逐渐退出

当地产业结构。

瑞士武器生产及出口受该国《战争物

资法》及其相关《战争物资条例》约束。《战

争物资法》主要目的是在“履行瑞士多项

国际义务，并尊重瑞士外交政策原则”的

同时，“维持适应瑞士国防需求的工业生

产能力”。《战争物资条例》则要求企业从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获取许可，才能

将可用于冲突情势中的军火和武器装备

出口海外。

《战争物资条例》第五条规定，如有以

下情况之一，便不得核发武器出口许可：

武器出口目的国卷入内战或跨国武装冲

突；目的国存在系统性、严重的侵犯人权

现象；存在出口武器被用于针对平民的风

险；存在出口武器最终被不良人员接收的

高风险。

瑞士联邦政府2014年修订《战争物

资条例》：对于有人权争议的出口目的国，

如果认定出口武器“被用于严重侵犯人权

行为的风险很低”，则可批准出口；2016

年又将第五条中的“冲突国家”定义限定

为“冲突直接所在国”。这意味着出口目

的国即便卷入冲突，只要冲突不是发生在

其境内，瑞士可向其出口武器。这两次修

订后，瑞士武器出口额均有显著增长。

间接涉冲突

2020年至2022年，在国际贸易受新

冠疫情影响普遍不振的情况下，瑞士战争

物资出口逆势繁荣。2020年，瑞士向62

个国家出口了总值9.012亿瑞士法郎（1

瑞士法郎约合8.2元人民币）的战争物资，

较2019年的7.28亿瑞士法郎增长24%。

2022 年，瑞士出口战争物资总额

9.55亿瑞士法郎，创历史新高。按照瑞典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瑞士军

火出口额在同年全球市场排第 14位。

2023年的出口额则为6.96亿瑞士法郎，

同比大跌27%。业内人士分析，这与瑞

士禁止他国将瑞士产军火转供乌克兰有

直接关联。

瑞士军工产品出口范围颇广。2023

年，瑞士军工产品76.1%销往欧洲，12.9%

亚洲，9.6%美洲，1.2%大洋洲，0.2%非

洲。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依次为德国、丹

麦、美国、沙特阿拉伯和罗马尼亚。出口

品类中，弹药及弹药零部件占比最高，约

42%；其次是装甲车及其零部件，占20%。

这些出口武器不免令瑞士间接卷入

多个地区的武装冲突。比如，瑞士生产的

皮拉图斯 PC-7型训练机因容易被改

装成轰炸机且价格实惠，而被美国用于在

老挝、阿富汗等国军事行动；印度暴力冲

突频发的奥里萨邦等地也出现了瑞士产

的机关枪和冲锋枪；2018年，叙利亚、利

比亚和也门民兵手持瑞士武器的照片在

社交媒体广为传播……

瑞士《新苏黎世报》2018年发布的研

究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7年，瑞士军

工企业向32个涉冲突国家供应了军火，

包括美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泰国、

俄罗斯和以色列。

利益的博弈

瑞士武器制造和贸易不衰，与其军工

产品出口法规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却

与其自持的“中立”原则相矛盾，这不仅关

乎合法性问题，还关乎立国根本。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禁止北约成

员国战机飞越瑞士领空、向乌克兰运送武

器，同时阻止北约成员国将从瑞士购买的

坦克和弹药转运给乌克兰。一些西方国

家对此不满，瑞士军工企业也有异议。

俄乌冲突促使德国和北欧、东欧国家

纷纷提高防务预算、扩充军备，欧洲军火

市场需求旺盛。而一些不想因从美俄等

军火出口大国购买武器而被“归类”的国

家，也更倾向于从“中立国”购买军火。这

给了瑞士军工企业更多获利机会。

瑞士大型金融机构一直积极投资全

球军工业。瑞士国家银行对美国军工业

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1美元约合7.3元人

民币）。2017和2018年，瑞士瑞银集团、

瑞士国家银行、瑞士信贷和菲施资产管理

公司这四家金融机构对全球九大核武器

制造企业的投资额总计达90亿美元。

瑞士国内反对武器出口的呼声始终

存在。瑞士左翼、教会、和平主义团体与

军工企业之间一直在博弈。然而，近50

年来，“禁止武器出口”“禁止战争物资出

口”“禁止瑞士央行、养老基金以及私人基

金会投资军械武器制造商”等全民动议在

公民投票中均遭否决，否决理由主要是对

瑞士经济不利。

即使按2022年的最高纪录，军工产

品在瑞士出口贸易中占比也不到1%，瑞

士军工产业就业岗位目前不足1万，一

些人因此质疑发展军工业的经济意义。

另一方则认为，瑞士军工业可为其他行

业输送高尖端人才和产品，不少军工企

业除生产武器弹药，也制造精密仪器、工

业设备等。

从现实考虑，瑞士不会为了捍卫“中

立”传统而放弃军火出口，只会采取更多

变通手段。按照瑞士军工界自洽的说辞：

如果没有军火出口，瑞士军工产业将无法

维持现有规模，将影响武器自给自足能

力，从而间接违背“中立”原则。

瑞士武器出口渐松绑
说好的“中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