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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

2024 年 7 月 1 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任期间的行为享有广泛

的豁免权。该裁决缘起于 2023 年 8 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就前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 2020 年总统大选结果的行为所做的起诉。

特朗普及其律师团队提出总统在任职期间的行为享有绝对刑事豁免权，这

一主张在初审、上诉法院均遭驳回。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撰写的法院意见认为，总统对其“核

心宪法权力”范围内的行为享有绝对刑事豁免权，并对其他所有职权行为

享有推定豁免权。这意味着总统的职权行为即使涉嫌犯罪，也将不太可能

会被追究。持不同意见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等自

由派法官认为裁决重新定义了总统的职位、违背了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原则。

裁决由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以 6 比 3 的结果通过，并将案件退回初审法

院重新评估特别检察官的起诉、区分职权与非职权行为。这一最新裁决，

使得特朗普在 11 月大选前在华盛顿被审判变得几乎没有可能。

特朗普及其保守派盟友欢迎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批评者

则认为，裁决将总统变成了国王，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

5 月 31 日，特朗普在纽约州的一个案件中已被判定有罪。在那个案件中，

他被指控以伪造商业记录的方式，掩盖给一位艳星的“封口费”，以避免

影响其 2016 年竞选总统。特朗普通过其律师科恩向成人影片演员斯特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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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了 13 万美元的“封口费”。

根据纽约州法律，伪造商业记录是轻罪，但如果是为了掩盖另外的罪行则

是重罪，例如，隐匿与竞选有关的资金。经过 9 个多小时的审议后，纽约

州一家法院陪审团判定特朗普 34 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这一裁决标志着

一个重要时刻，使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总统。

法官胡安·M·默尔坎（Juan M. Merchan）定于将在 7 月 11 日宣布特朗普

的刑期，但由于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判决，量刑决定很可能将会延

期。

2、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

6 月 6 日至 9 日，欧洲议会举行选举，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取得显著进展，

震撼了传统的政治力量。从 1979 年起，欧洲议会的议员便由欧盟成员国

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英国退出欧盟后，欧洲议会现有 705 名议员。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属的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遭

遇重大挫败，输给了极右派国民联盟党（National Rally party）。马克龙

解散了法国议会，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在德国，奥拉夫·肖尔茨 (Olaf Scholz) 领导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支持率跌至预计的 14%，位居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之后。肖尔茨总理承认德国执政联盟的表现令人失望，强调

在极右翼意识形态抬头之际，进步党派有必要坚守民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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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

（Brothers of Italy party），获得了最大的选票份额。梅洛尼的政党成为

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挑战传统的意大利政治生态，并倡导保守的政策。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的民族主义政党（Fidesz）仍

然保持其主导地位。奥尔班持久的人气突显了匈牙利分裂的政治格局和围

绕国家身份和欧盟关系的持续讨论。

在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中间派政党在选举中取得

了胜利，在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较量中总算扳回一局。

欧洲联盟委员会现任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她打算与欧洲议会的社

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系合作。

3、墨西哥大选产生第一位女总统

6 月 3 日， 墨 西 哥 大 选 结 果 出 炉， 克 劳 迪 娅· 谢 因 鲍 姆（Claudia 

Sheinbaum）将成为该国首位女性总统。这一胜利不仅打破了墨西哥 200

年历史上的性别壁垒，还标志着墨西哥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变。谢因鲍姆

是前墨西哥城市长和气候学家，也是即将卸任的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指定继任者，她将继续推行其左倾

政策。

谢因鲍姆不仅将成为墨西哥首位女性总统，也将成为首位犹太裔总统，打

破了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的传统。初步统计显示，在近 50% 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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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统计结果中，谢因鲍姆领先其对手加尔维斯 28 个百分点。

谢因鲍姆的政治生涯与洛佩斯紧密相连，她在整个选战中始终在民调中领

先。洛佩斯扩大了社会福利项目，但因未能有效遏制贩毒集团的暴力活动

而受到批评。谢因鲍姆承诺将维持并扩大这些社会项目，例如老年人的普

遍养老金计划和青年学徒计划。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约为 60%，与前几次选举相似，登记选民人数近 1 亿。

这次选举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选民还选出了全国 32 个州中的 9

个州长，以及国会议员、数千个市长和其它地方职位。

4、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

2024 年 5 月，台湾立法院因国会改革法案而陷入混乱。这一法案由中国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提出，旨在重塑立法院的运作机制。法案要求总统每

年必须赴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员质询，政府官员不得任意缺席质询，不得拒

绝提供资料等；如果在质询中作虚假陈述，还可按“藐视国会罪”受刑事

处分；公民和团体如果拒绝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提供资料，也会被处罚金。

自法案提出以来，朝野政党在立法院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主张，

这些改革措施将使国会能更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确保政府对国会负责；

反对者则担忧这些措施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违背了五权分立原则，并

可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5 月 17 日的一场讨论中，议员们不仅言语激烈对峙，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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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议员受伤送医治疗。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台湾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反

对国会扩权法案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此次抗议被称为“青鸟行动”。“青

鸟”取自抗议者集结的青岛东路的谐音，也用来规避社交媒体算法对抗议

活动的潜在干扰。

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高雄的中央公园，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们组织了各种形

式的抗议活动 , 要求撤回法案并重新审议。5 月 24 日，青岛东路的抗议人

数超过 10 万人。5 月 28 日，立法院三读通过法案部分条款后，抗议者将

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拒绝中国干政”的的巨型

白色气球抛进立法院内，表达不满。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请复议此法案，6 月 21 日被立法院以 62 票对 51 票否决。

民进党主导的行政院下一步将会提请大法官会议释宪、审查。

5、香港法院判决“47 人案”中 14 名民主活动人士有罪

5 月 30 日，香港法院对涉及众多民主活动人士的“47 人案”宣判。由

北京间接挑选的法官判定，梁国雄等 14 名活动人士有罪，另外两人被宣

告无罪。此前，包括前法学教授戴耀廷和运动领袖黄之锋在内的 31 名被

告已承认了罪名。这 47 名民主人士因在 2020 年初组织和参与立法会民

主派初选活动，以提升民主派在选举中的优势，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

权罪”。

2019 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民主派在 11 月的区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

席位。在这一背景下，戴耀廷制定了计划，通过初选活动找出最有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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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立法会选举中胜出的民主派候选人，从而赢得多数席位，并

在未来阻挠政府预算的通过。因为依据香港“基本法”，如果政府预算案

两次被否决，政府首脑必须辞职。他希望通过此方法迫使香港政府接受反

送中运动中提出的“五大诉求”。因此，香港当局逮捕了组织和参与初选

的 47 人。

2020 年 7 月，中国在香港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对颠覆罪下了定义：“任

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

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即属犯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

方就竞选活动等非暴力行为是否构成颠覆罪展开了激烈辩论。

涉及的 47 名被告中，大多数人在长达 118 天的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已被关

押超过 1000 天。一些被告是 1997 年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前议员，另一些

是主张香港自决的活动人士，如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反腐调查员出身的

立法会议员林卓廷、“长毛”梁国雄、前记者何桂蓝等。

6、美国大学校园发生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浪潮

2024 年 4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学生首先在校园反对以色列

在加沙的战争行为，要求校方从与以色列有关的投资中撤资。抗议迅速蔓

延到其他学校，60 多所大学校园内有超过 2950 名抗议者被捕，包括学生

和教授。到 5 月 7 日，抗议活动蔓延到了欧洲，荷兰发生了大规模逮捕。

5 月 12 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校园也建立了抗议营地。

抗议活动升级始于 4 月 17 日。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搭建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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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同一天，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被传唤到国会作

证，议员指责她没有足够努力，解决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行

为。18 日，莎菲克校长邀请警察进入校园“清场”，导致至少 108 名抗

议者被逮捕。这一行动令许多大学生感到愤怒，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普遍

出现了抗议和帐篷营地。4 月 22 日，警察针对纽约大学的帐篷营地展开

执法行动，超过 150 人被逮捕。24 日，哈佛大学的学生开始搭建帐篷营地。

同时，南加州大学发布驱散命令， 93 人被捕，第二天，南加州大学以安

全为由取消了主要毕业典礼。30 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占领了汉密尔

顿大楼（Hamilton Hall），纽约警察逮捕了 122 人。5 月 3 日，纽约警察

局也进入纽约大学和新学院大学清理帐篷营地，逮捕了 56 人。

这场被称为“学生起义”的校园占领行动，主要要求学校切断与以色列的

财政联系，并保证不对抗议者“秋后算账”。

以色列的支持者和一些犹太学生认为抗议活动有反犹太倾向，并且美国总

统、荷兰、以色列、澳大利亚总理和英国首相等各国领导人谴责了抗议浪

潮中的反犹太事件。然而，一些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犹

太人，表示这些抗议活动并非是反犹太性质的。一些大学与抗议者达成协

议，而另一些大学则切断了与以色列的关联。

7、格鲁吉亚议会“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

5 月 14 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项法案规定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和其它非营

利组织，如果其超过 20% 的资金来自国外，必须注册为“外国影响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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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批评者认为，这项立法类似于俄罗斯用来压制异议者的法律，威

胁到格鲁吉亚的民主前景，包括其加入欧洲联盟的努力。2023 年格鲁吉

亚获得了欧盟候选国地位。

抗议活动最初始于议会大楼外，成群的示威者聚集在那里，表达对当局直

接威胁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愤怒。夜幕降临时，抗议活动急剧扩大，成

千上万的示威者穿过第比利斯，向英雄广场进发，沿途封锁了主要道路。

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

水炮驱散人群。

该法案由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Georgian Dream）提出，声称旨在打

击试图破坏格鲁吉亚政治格局的有害的外国势力。然而，包括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在内的反对

者认为，该法案违反了欧盟成员国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民主原则。白宫新闻

秘书卡琳·让 - 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强调，该立法违反了民主价

值观，并使格鲁吉亚与欧盟和北约的标准渐行渐远。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警告称，该法案可能危及格鲁

吉亚加入欧盟的进程，敦促格鲁吉亚的立法者维护民主标准。

总统萨洛梅·祖拉比克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强烈反对该法案，并

在 5 月 18 日否决了它。然而，格鲁吉亚梦想党在议会中拥有足够多数，

因此推翻了她的否决。

8、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布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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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首席检察

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宣布，将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

的逮捕令。这一决定是在加沙地带持续冲突的背景下做出的，双方都被指

控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卡里姆·汗的指控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及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

（Yahya Sinwar）、穆罕默德·迪亚卜·易卜拉欣·阿尔马斯里（Mohammed 

Diab Ibrahim Al-Masri，也称为穆罕默德·德伊夫）和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检察官声称，这些领导人在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

主义危机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卡里姆·汗指控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涉及袭击平民，

称那些行动为谋杀、迫害、故意剥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尽管以

色列不是《罗马规约》（Rome Statute）的签署国，但卡里姆·汗认为，

巴勒斯坦是签署国，ICC 对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具有管辖权。

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和欧盟谴责了 ICC 的举动。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表

达了反对意见，强调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并拒绝将以色列的行动与被美国

和欧盟归类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的行动相提并论。

以色列则强烈批评了 ICC 的决定，认为这是一种有偏见和不公正的行为。

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旨在保护平民免受

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和其它形式的暴力。他们认为 ICC 的干预损害了以色列

的主权和其防止来自加沙的持续安全威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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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被卡里姆·汗指控策划了针对以色列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恐怖

袭击的哈马斯领导人，谴责了逮捕令的合法性。他们认为 ICC 不公正地将

他们的抵抗行动认定为犯罪，导致巴勒斯坦人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9、突尼斯人抗议总统镇压言论自由

5 月 24 日，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爆发示威活动，数百名抗议者高喊“打

倒独裁”，抗议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根据第 54 号法令所实施

的一系列逮捕行动。

这 次 抗 议 活 动 是 在 两 名 突 尼 斯 著 名 媒 体 人 博 尔 汉· 比 赛 斯（Borhen 

Bsaies）和穆拉德·泽吉迪（Mourad Zeghidi）因批评总统赛义德而被判

1 年监禁后发生的。根据赛义德在 2022 年颁布的第 54 号法令，他们被指

控传播虚假新闻和诽谤他人，这是根据该法令起诉的最新案例。

突尼斯在 2011 年革命后曾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媒体自由度较高的国家

之一。然而，自赛义德 2019 年通过自由选举上台以来，新闻自由受到严

重威胁。赛义德在 2021 年关闭了议会，开始通过法令统治，他还掌握了

司法权。他颁布的第 54 号法令禁止传播虚假新闻，被广泛批评为压制反

对派的工具。自该法令生效以来，已有包括比赛斯和泽吉迪在内的 6 名

记者被监禁。据突尼斯全国记者工会（National Syndicate of Tunisian 

Journalists）统计，超过 60 名记者、律师和反对派人物因此受到起诉。

在突尼斯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高喊“打倒法令”和“独裁者凯斯，现在

轮到你了”，明确提及 2011 年推翻前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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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Ali）的阿拉伯之春起义。抗议活动凸显了对赛义德政府的不满以及对

革命以来民主成果倒退的担忧。

联合国、欧盟和突尼斯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都对该国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

受到侵蚀表示关切。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也谴责了这些逮捕行动，呼

吁突尼斯遵守民主原则。

2024 年 1 月，突尼斯当局以恐怖主义指控逮捕了记者萨米尔·萨西（Samir 

Sassi），进一步凸显了利用法律手段打击异见的情况。镇压行动引发了记

者和评论员的恐惧，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容易被起诉。2024 年初

至今，已有 39 名记者根据该法令受到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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