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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贪腐，萨科齐遭警方拘留
成法国历史上首位因涉嫌腐败被拘留的前总统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7月1日因为涉嫌腐败被

法国警方拘留，接受最长可达48小时的讯问。这
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前总统因涉嫌腐败遭到
警方拘留，将直接影响萨科齐在2012年竞选失败
后重返法国政坛的前景。

若认定有罪，最多被判10年监禁

在接受传唤后，萨科齐当天上午8时乘车抵
达巴黎西郊楠泰尔的司法警察部门反腐败办公
室。法国司法部门消息人士说，警方可以首先对
萨科齐进行24小时的拘留和讯问，必要时可再
延长一天。之后，萨科齐要么受到指控，要么获
释。

法国调查人员怀疑，萨科齐在律师赫尔佐
格的帮助下，利用自身影响力，从一个高级法官
那里获得内部消息，从而了解针对萨科齐在2007
年总统竞选中违规行为的调查进展。作为回报，
萨科齐承诺给对方在摩纳哥谋到一个高级职
位。

媒体称，如果萨科齐被认定有罪，最多将被

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
6月30日，萨科齐的律师赫尔佐格已被拘留，

同时被拘留的还有两名高级法官。这3人7月1日
继续被警方拘留。法国媒体报道说，调查人员现
在可以让他们互相对质。

所涉案情复杂离奇

萨科齐此次被拘留和讯问，所涉案情可谓
复杂和离奇。

萨科齐在2012年卸任后丧失了总统刑事豁
免权。他此后因为涉嫌在2007年总统选举期间接
受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多至5000万
欧元的现金支持而受到指控。

在案件调查中，调查人员于去年获得一项
授权，可以监听萨科齐的手机。在长达4个月、一
无所获的监听后，调查人员发现，萨科齐原来另
有一部用假名字注册的秘密手机，而手机通话
记录显示，有法官向萨科齐通风报信，告诉他手
机受到监听。

调查人员开始怀疑，萨科齐利用影响力买

通法官，从而获得内部消息。

重返政坛或无望

近期，法国媒体多次报道说，萨科齐可能强
势重返政坛，或许能在今年秋天担任反对党人
民运动联盟的领导人，并在2017年竞选法国总
统。

在上周法国议会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萨科
齐说，他仍然处于“一段反思期”，但暗示他将在
今后数月内决定是否重返政坛。

但现年59岁的萨科齐在卸任后一直官司缠
身，直接或间接涉及多起司法案件，这对他重返
政坛构成阻碍。分析师称，萨科齐此次被拘留让
他重返政坛的前景变得黯淡。

法国政府发言人斯特凡·勒福尔1日否认萨
科齐被警方拘留的背后存在政治动因。

他对法国“i-tele”新闻频道说：“司法系统正
在调查，将彻查到底。在法律面前，萨科齐与其
他任何人一样。”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2012年5月竞选连任总统失败后，萨科齐受
到司法部门的多项调查。2013年3月，法国西南
部城市波尔多地方检察院证实，3名波尔多法官
因萨科齐涉嫌“利用弱点谋利”而对其提出指
控，并展开正式调查。但之后司法机关决定对萨
科齐不予起诉。 （据新华社电）

曾受司法部门多项调查

3月10日在法国尼斯拍摄的萨科齐的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国-瑞士自贸协
定、中国-冰岛自贸协定7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开
启了中国与瑞士、冰岛的双边贸易零关税新纪元，
也将助推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

中瑞自贸协定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和全球
经济前20强国家达成的第一个双边自贸协定，中
冰自贸协定则是我国与欧洲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
贸协定。两个协定均覆盖面广、开放水平高、优惠
政策多，是高质量、宽领域、互利共赢的自贸协定，
也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达成的最高水平、最为全面
的自贸协定之一。

虽然瑞士和冰岛都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专家
解读认为，中瑞与中冰自贸协定的生效对中国而
言依然有着重要意义。瑞士与冰岛将成为中国企
业登陆欧洲的中转站，此举在人民币离岸交易方
面的意义也十分突出。

中瑞中冰自贸协定

昨日正式生效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7月1日起施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
日表示，最近，社会上出现了对条例某些内容的误
读、误传，主要集中在工资待遇和养老保险上。

随着条例的正式实施，社会上盛传从7月1日
起“事业单位实行合同制”“3000余万事业编制人
员参加社保”等消息。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在事业单
位推行聘用合同制度是从2003年开始的，是事业
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绝大多
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签订了聘用合同。条
例只是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这项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条例对事业单
位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也只是作出了原则规
定。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中央部署，统筹研究机
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问题，
这和条例实施工作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条例实施
并不意味着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也开始实施。

“事业编制人员参加社保”
等传言系误读
人社部称条例实施不意味着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也开始实施

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祸福难料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 袁冲

7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通过阁议决定，用修改
宪法解释的方式允许日本在其他国家受到武力攻
击时使用武力，从而在实质上允许日本行使集体
自卫权。这是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

日参加海外战争几无政治障碍

日本战后自诩“和平国家”，其重要标志之
一就是坚持日本宪法第九条，也即永远放弃以
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
的手段，不保有陆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力量，不承
认国家的交战权。其后，日本政府通过宪法解
释，承认日本可以为自卫而使用“必要最小限度
的武力”，从而为自卫队的存在赋予了合法性，
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认为集体自卫权超过了
为了自卫而采取的“必要最小限度的武力”的范
围，虽然承认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不允许
行使该权利。安倍内阁此次决定解禁集体自卫
权，允许日本在本国国土之外使用武力，可谓实
质上放弃了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参加海外战争
几乎不存在政治障碍。如果自卫队法、周边事态
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顺利完成，只要政治
家通过政治判断认为有必要参战，日本就可以

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完全架空了作为日本和
平宪法象征的第九条，日本所谓的和平国家形
象将彻底沦为自我吹嘘，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

阁议决定并未正面提及解禁集体自卫权，
只是修改了发动自卫权的条件，将过去日本发
动自卫权的三要件之一的“我国受到紧急而非
法的侵害”改为“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以及
在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
时”，从而使得日本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事
态使用武力。阁议决定诡辩称，上述行使武力在
国际法上或被视为行使集体自卫权，但在宪法
上可被视为“自卫措施”而得到允许。日本媒体
稍早前披露的日本政府关于阁议决定的设定问
答更加让常人难以理解地表示，此阁议决定坚
持了1972年日本政府宪法解释的基本逻辑，坚持
了专守防卫的原则。但1972年的宪法解释明确地
表示，宪法不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所谓法
律的稳定性与宪法解释逻辑的统一性何从谈
起？既然未来能向其他国家派兵，行使武力，又
怎么能够叫做“专守防卫”呢？

与安倍强势推动分不开

此次阁议决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
与安倍的强势推动分不开。安倍基于其政策理
念，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心已定，甚至威胁联合
执政党公明党称，若公明党不合作，将不惜解散
执政联盟，甚至重新举行众议院选举。公明党从
一开始就表明不会退出联合政权，于是自民党
与公明党通过协商，在某些措辞上通过修改照
顾到公明党的政策主张后，两党就此达成了一
致。安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其摆脱战后体
制的重要一步，也有安倍效仿其外祖父岸信介，
调整日本安保政策的心理因素。这或许可以解

释为什么安倍要顶着国内民众的反对一意孤行
地推动该议程。岸信介当年强行批准新日美安
保条约，引发了激烈的反安保斗争，给当时尚且
年幼的安倍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日本国内也引
发了强烈的争论。根据各大媒体的调查，约有一
半以上的民众不赞同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反对
的观点主要包括：大多数民意不赞成解禁集体自
卫权，而安倍强行推动解禁，而不着力推动民众
关心的经济民生问题，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政府
缺乏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事例及后果的讨
论；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的程序本身就不合
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一定会强化对美关
系，日本的安全环境也未必因此得到改善；日本
和平国家的形象将受到损害。但是，当前日本的
执政阶层日益右倾化，民众的声音能在多大程度
上改变政府的政策，其效果并不令人乐观。

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中国

根据日本相关人士及安倍自身的解读，此次
解禁集体自卫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力
量的不断增强。此次阁议决定的一部分内容提到
要加强对没有达到武力冲突程度的灰色事态的
应对，其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维权
行动及中国海军走向远洋等动向。此次解禁集体
自卫权后，日本通过调整相关法制，将扫除政策
上的障碍，可以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等国联
合进行军事演习，开展军事合作，在涉及东海、南
海问题上加大牵制中国的力度。就日本的政策动
向看，日本将沿着牵制中国、甚至联合相关国家
共同对抗中国的道路继续前进。这对于人口日渐
萎缩，经济长期难以摆脱低迷的日本来说是福是
祸，相信历史会有公正的答案。

7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的首相
官邸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
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
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构成明确危险；

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
可以排除上述攻击；

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决议案
称，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
本作为“自卫”手段行使武力。

这份决议案还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在“非战
斗现场”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进行后方支援，
并要求对介于军事冲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灰
色地带”事态加强应对，简化下令出动日本自卫
队的手续。决议案同时规定，在出动自卫队前会
事先征求国会同意。 （据新华社电）

日本新“武力行使三条件”

作为盟国，美国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
重要推手。分析师认为，只是，美国依旧希望在
利用日本的同时，不让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研究员袁杨说，对
日本，美国有底线，最想见到的是利用日本最大
限度遏制中国，同时不使中美关系破裂。就日本
解禁集体自卫权而言，美国态度积极，有自己深
层的战略考虑，不会完全放开对日本军事力量
发展的限制。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认为，

美国的顾虑不在于日本会再次成为军国主义国
家，而在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独立和主动
行为会增多，可能跟美国的利益需求不一致。

刘卫东说，美国期待的集体自卫权是在美国
主导下的集体自卫权，而安倍期待的则是日本自
己主导的集体自卫权。在这方面，美日有分歧。

袁杨分析，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彻底修改宪法
第九条，不希望日本拥有正规军队。美国对日本修
改宪法第九条有保留意见和一定的警觉。安倍的
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挑战美国的底线，但目
前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安倍认为现在修宪，国内和
国际条件都不具备，包括美国对他的认可度。即便

以后修改第九条，也不可能修改得很彻底。
刘卫东认为，美国一直对日本的行动有所

防范，比如，在强化美日同盟方面，可以看到，美
国在日本增加部署远程雷达，在冲绳美军基地
部署新式运输机，以及美日举行联合军演，共享
情报信息，这些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美日
同盟的行动效率，实际上是把日本进一步融入
美国主导的军事框架内，并且进一步提高美国
对日本的控制力。所以，就自身对日本的控制
力，美国还是比较自信。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的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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