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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逝世

大刀阔斧改革
根据新德里全印度医学科学

研究所声明，辛格 26日晚在家中
突然昏迷，被送入这家医院抢救，
最终不治。声明说，辛格患有老年
病并一直接受治疗。

印度政府27日宣布将为这位
已故前总理举行国葬，举国哀悼七
天。27日当天，印度各地政府机构
下半旗志哀，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参赛的印度国家板球队队员佩戴
黑色袖标志哀。《印度时报》当天头
版以《解放印度梦想的人》为题报
道辛格逝世消息。《印度快报》头条
写道：“他向全世界开放了印度。”

辛格 1932 年 9月出生于今巴
基斯坦旁遮普省一个贫困家庭，从
小在烛光下学习，考上大学，获得硕
士学位，赴英国剑桥大学继续研读
经济学，后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20世纪70年代，辛格进入印
度中央政府任商务部经济顾问，后
历任数个关键经济职位，包括财政
部首席经济顾问、央行行长、计划
委员会副主席等，在世人眼中是一
名气质温和的“技术型官员”。

辛格于1991年至1996年出任
财政部长，其间推行“新经济政
策”，对当时陷入高油价、高债务困

境的印度经济进行大刀阔斧改革，
包括放开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和对
外贸易限制，成效显著，因而获得

“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赞誉。
辛格主导的经济改革在当时

面临不小争议和阻力，并“拖累”国
大党在 1996 年大选中败选下野。
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瓦杰帕伊随后
出任总理，辛格则自 1998 年起担
任联邦院、即议会上院国大党党团
领导人。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
步联盟 2004 年胜选上台后，时任
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出人意料
地放弃出任总理，指名辛格担纲。

追求“大国梦想”
2004年5月，辛格首次出任印

度总理。在他的首个任期内，印度
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对外政策方面
既寻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深合
作，也寻求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
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发展关系，为实
现他所言的印度“大国梦想”铺路。

对西方来说，他任内最受瞩目
的“政绩”之一就是推动印方与时
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领导的
政府谈判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
议。印度同意将印度民用与军用
核设施分离，并让民用核设施接受
国际机构核查监督，承诺采取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一致
的行动等，美国则同意与印度分享
民用核技术。

印度借此协议摆脱美国等核
供应国对其多年核禁运，而不必签
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协议中
要求印度不再进行核试验等条件
在印度政坛引发争议和批评，使国
大党失去部分盟友支持。不过，团
结进步联盟仍在 2009 年胜选，辛
格也成为继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之后首位任满五年之后成
功连任的总理。

辛格第二个总理任期相对不
那么顺利，其政府受到英联邦运动
会腐败案等一系列丑闻困扰。
2014年大选期间，辛格宣布放弃竞
选连任，把国大党总理候选人资格
交给索尼娅·甘地之子、时任党副
主席拉胡尔·甘地，自己于同年 5
月卸任。然而，国大党没能恢复元
气，莫迪领导的最大反对党印度人
民党最终胜选上台。

现为人民院、即议会下院反对
党领袖的拉胡尔·甘地说，辛格“对
经济的深刻理解启发了这个国
家”。

“我失去了一位导师和向导。”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这样写道。

据新华社

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26日晚逝世，终年92岁。他是国民大会党资深领导人，曾于2004年至
2014年主政印度，获称“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辛格：“他
出身寒微，成长为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历任不同政府职位，在我国经济政策领域留下影响多年的深刻
烙印……作为总理，他为改善印度民众生活付出了巨大努力。”

给尹锡悦代班13天，韩总理韩德洙又遭弹劾
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代行总统职权

总理也遭弹劾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26

日向国会提请弹劾韩德洙，国会27
日就此进行表决。与弹劾总统需获
国会300名议员中三分之二赞成不
同，弹劾总理仅需过半数即151名
议员赞成即可通过。而在野党阵营
在国会拥有192个议席，执政党只
有108个议席。

弹劾动议案在国会通过后，韩
德洙的国务总理职权及代行的总统
职权均被暂停。韩德洙表示，尊重
国会的决定，将等待宪法法院的最
终裁决。韩联社称，总统被弹劾后，
代行其职权的总理也被弹劾停职，
这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首次。

但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认为，与
弹劾国务总理不同，弹劾代行总统
职权的国务总理需要按照弹劾总统
的标准，因此上述投票结果无效。
该党表示将针对此次弹劾提出权限
争议审判及暂停生效申请。

同样在27日，韩国宪法法院举
行了尹锡悦弹劾案首次审前听证
会，启动案件审理程序。尹锡悦方
面及国会方面均派人出席听证会。
尹锡悦本人没有到场，其代理人出
面介绍对弹劾案的立场和举证计
划。

此前，宪法法院多次以电子邮
件、派专人递送、邮寄等方式，向尹
锡悦方面发送弹劾案审理相关通知
文件，但均被拒收。尹锡悦还两次
拒绝“共同调查本部”要求其到案接
受调查的传唤通知。

朝野各有盘算
共同民主党在对韩德洙的弹劾

动议案中列出了5项理由，其中包
括韩德洙拒绝任命宪法法院法官。
韩德洙26日表示，任命宪法法院法
官一事应首先由朝野政党达成一
致，否则他将暂缓任命。共同民主
党于是向国会提请弹劾韩德洙。

任命宪法法院法官问题能成为
朝野争斗的焦点，是因为这一问题
与能否罢免尹锡悦直接相关。

针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 14
日在国会通过后，其去留将由宪法
法院裁决。根据相关规定，宪法法
院由9名法官组成，做出同意弹劾
的裁决需要至少6名法官赞成。目
前宪法法院3个由国会推荐的法官
席位处于空缺状态。虽然现有的6
名法官也能做出裁决，但只有6人
全部赞成，弹劾才能得到确认。

在野党方面希望“以压促变”。
在其看来，如果把宪法法院法官人
数补足，则9名法官中6人赞成即可
确认弹劾，罢免尹锡悦的可能性将
得到提高。

与此同时，在野党还需要“与时
间赛跑”。分析人士认为，弹劾案审
理拖得越久，民众对其关注度就会
越低，支持弹劾的民意也可能会不
断下降。而且在野党阵营中最有实
力竞争下任总统的共同民主党党首
李在明也是官司缠身，如果不能很
快罢免尹锡悦并举行总统选举，一
旦李在明在其所涉案件中获刑，在
野党阵营将缺乏角逐下任总统的有
力候选人。

反之，尹锡悦和执政党都试图
“以拖待变”，前者希望能最终逃过
罢免，后者希望避免在最不利的形
势下举行总统选举。有韩国媒体认
为，这是尹锡悦一直拒收宪法法院

通知文件和“共同调查本部”传唤通
知的主要原因，也是韩德洙暂缓任
命宪法法院法官的重要考量。

政局混乱加剧
根据韩国法律，韩德洙停职后，

由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
相穆代行总统职权。韩国舆论和分
析人士对崔相穆能否同时胜任这些
职务打上问号，认为韩国政局将不
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国家经济也将
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韩国《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
韩德洙遭到弹劾后，韩国很可能面
临史上首次政治领导力真空。当
前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家政治事务
的正常运行，然而不同政治势力间
的极端对立正在令政局走向“深
渊”。

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也对韩国
经济造成影响。近期韩元对美元汇
率持续下跌，27日盘中一度跌破1
美元兑 1480 韩元关口，创下 2009
年以来新低。

韩国政局不稳是影响市场对韩
元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新韩
银行研究员白锡贤表示，如今的韩
国政局似乎比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
时更混乱，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
状态”，而当时汇率也没有出现这么
大的波动。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车维德
说，韩国政局的动荡会对外来投资
造成影响，“那些计划在韩国投资的
人会掂量政治不稳定这一因素”。
他认为，韩国的政治危机远未结束，
持续的政治混乱将加剧该国既有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

据新华社

在韩国总统尹锡悦遭国会弹劾、国务总理韩德洙代行总统
职权仅13天后，韩国国会27日下午以192票赞成通过针对韩
德洙的弹劾动议案。

分析人士指出，韩德洙被弹劾的直接原因是在野党方面不
满他暂缓任命宪法法院法官，背后则是朝野政党围绕尹锡悦弹
劾案和下任总统选举的争斗。目前，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
长官崔相穆代行总统职权，这将导致韩国政府“主事人”领导力
进一步降低，政局恐愈加混乱，并对韩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影响。

2006年3月2日，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右）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2010年 4月 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
“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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