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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消息形容，三方分權，反映朝鮮正由「強人獨裁」演變成
「集體領導」；又指由於軍方願意效忠，朝鮮政局已大致穩

定，「極不可能出現軍事政變」。消息稱，朝鮮周一試射短程導彈，
旨在顯示朝鮮有能力自保，警告美國勿輕舉妄動。

傳望簽新停戰條約 栽培同輩
消息續稱，除非朝鮮受美韓挑釁，否則短期內沒計劃核試，但朝

方希望與韓、中、美簽署新停戰條約，取代1953年的停戰協定。路
透社形容這名消息人士「準確」，曾於2006年預告朝鮮首次核試。

路透社引述首爾朝鮮研究學會主席高宇煥（譯音）報道，金正恩
身邊並非全是60至70歲的元老，亦栽培一批與他同年代的支持者，

他們很快將嶄露頭角。高表
示，金正日離世前已為金正恩
安排好班底，這從朝鮮局勢相
對平靜可見一斑。

韓聯社昨日則報道，金正恩
在父親死訊公布前下達「金正
恩大將一號命令」，要求全軍停
止訓練立即歸隊。據報這是他
的首項命令，暗示他即將升任人
民軍最高司令官，人民軍亦順從
聽命。由於韓方當天完全沒收到
相關情報，報道再次批評當局收
集情報不力。

韓媒：中央軍委會變統治機構
韓國《朝鮮日報》報道，去年獲任命為勞動黨中央軍委會副委員

長的金正恩，將把該會用作過渡統治機構。此後，作為「國家主權
最高軍事機構」的國防委員會難免會被「降級」。世宗研究所首席研
究員鄭成長稱，就如金正日將父親金日成擁戴為「永遠的主席」並
廢除主席職務一樣，金正恩也可能將父親擁戴成「永遠的國防委員
長」，解散國防委員會。

《朝鮮日報》指出，金正恩自去年9月28日正式亮相，至今接受接
班教育僅一年多，即使從被提名的2009年1月起計算，亦只有3年，
僅金正日當時的1/7。金正恩因而需要「選擇和集中」，在掌控軍隊
及公安機構花了大量時間，亦非常重視外交領域。

■路透社/韓聯社/韓國《朝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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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質疑金正日死亡時間地點

朝鮮官方表示，金正日是因為過勞，引發急
性心肌梗塞，於上周六(17日)在專列上猝逝。但
韓國情報機構及媒體卻相繼質疑此說法。韓方

指出，事發當天專列根本未曾離開平壤火車
站，即使他真的是死在車上，消息也未必可保
密50多個小時。

美稱專列沒開 韓指早一晚離世
韓國國家情報院長元世勛前日向國會情報委

員會稱，美國軍事衛星確認專列在16日至18日
期間，一直停在平壤龍城火車站不曾開動，意
味與朝鮮的「於奔馳的野戰列車上突發嚴重心
肌梗塞死亡」說法不同。

韓國《朝鮮日報》歸納出專家幾點質疑：
一、金正日向來晚睡，要到中午才起床，為何
要在攝氏零下12度的早晨搭火車？二、醫療小
組不可能不知道心肌梗塞與氣溫的關係，理應

阻止有心臟病的金正日外出。三、專列上有數
百名隨員，一旦金正日死在車上，火車必有異
動，沒可能保密50小時。

韓國《中央日報》則引述朝鮮護衛司令部出
身的朝鮮戰略情報服務中心所長李允傑(譯音)
稱，金正日是於16日晚8時死亡，地點是平壤家
中。然而，也有韓國軍方高層表示，金正日專
列在事發當天前後都曾開動，但未肯定他是否
在車上。

韓政府一名高層稱，朝鮮稱金正日過勞死，
是為營造他為國家死而後已，總比在官邸熟睡
中死去「好聽」。

■韓國《中央日報》/韓國《朝鮮日報》/

韓聯社/《泰晤士報》

死訊後美與朝首接觸

稱哀悼「不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前日證實，美朝雙方已於周一在紐

約聯合國進行「技術層面」工作接觸，是金正日去世後首
次。對於美方至今未向朝致哀，努蘭坦言，使用「哀悼」一
詞並不適當。

努蘭表示，希望朝鮮新領導層帶領該國走進無核化、遵守
國際義務和承諾，並改善與鄰國關係。她稱朝鮮正值哀悼
期，故在新年前都未能就援朝作決定。

美韓早有應對策略
金正日離世，美韓大為緊張。韓國《中央日報》稱，當局

早有應對策略，其中韓國總統李明博2008年上台的一年，時
任防長李相熹已跟美時任防長蓋茨會面，將1990年代制定的
概念計劃「CONPLAN 5029」，發展成作戰計劃「OPLAN
5029」。

計劃假定5至6個場景：金正日出事後政權交替和發生政變
等內戰、叛軍奪取大殺傷力武器或流向海外、朝難民逃亡、
滯朝韓人遭綁架、大規模自然災害等。據稱，當局已根據計
劃作多次紙上演習，並結合在今年2月的軍演中。
■韓聯社/韓國《朝鮮日報》/韓國《中央日報》/中新社/法新社

金正恩瞻遺體流淚

韓稱朝加強軍備

朝鮮恐缺席倫敦奧運
據韓國媒體報道，金正日去世後一段時間內，朝鮮可能會

在體育界自我孤立，甚至不參加明年倫敦奧運。
韓國媒體「SPORTS首爾」報道，金正日去世雖與朝鮮體

育關係不大，但即使選手希望出戰國際賽，但朝鮮政府在交
接期間，將盡可能減少國民與國際交流機會。

金正日父親金日成在1994年7月去世時，朝鮮曾孤立國際體
育界長達兩年。由於糧食困難與哀悼期延長，直至1996年亞
特蘭大奧運，朝鮮才「復出」。 ■中央社

朝鮮官方電視台昨展示片段，顯示接班人金正恩瞻仰金正
日遺容時落淚。另據法新社報道，韓國國家情報局指朝鮮正
集中鞏固金正恩權力，在金正日死訊宣布後，當局在全國加
強軍備，並加派軍隊提高國內安全。

片段中，金正恩身穿黑色人民裝，與穿 深色服裝或軍裝
的來賓握手，或彎身鞠躬，一名身穿喪服的年輕女子在他身
後哭泣。官方電視台報道，至今超過500萬民眾在金正日肖
像前哀悼。 ■韓國《朝鮮日報》/法新社/美聯社

金正日逝世，美國多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紛紛乘機借
題發揮，攻擊總統奧巴馬，並互相攻訐，朝鮮問題突然
成為選戰最關注話題。

奧巴馬就朝鮮政局態度謹慎，表態不多。但前眾議院
議長金里奇周一表示，朝鮮政局對世界構成的威脅，是
總統選戰中最重要議題之一，又提到美國應有非常強大
國防能力，建立現代化情報網絡。分析認為這是針對另
一候選人保羅，保羅早前表示反對攻擊伊朗，與其他參
選人立場不同。

前麻省州長羅姆尼的聲明火藥味甚濃，他主張對朝採
取強硬政策，但《華盛頓郵報》批評他的言論危險，只
為表現出外交態度較奧巴馬強硬，無助穩定朝鮮政局及
維護和平。

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則頻頻展示外交經驗。他主張對朝
採取務實政策、加強對朝監控力度，並就朝鮮問題與中
國保持良好溝通。分析認為，朝鮮議題或有利他的選
情。 ■法新社/路透社/中新社

美總統參選人「抽水」
韓國統一部昨日決定允許民間團體及個

人在申請後，通過傳真和郵件等向朝鮮發
唁電哀悼金正日。有指韓方前日發表「對
朝民表示慰問」聲明，是經過戰略考慮後
的折衷案，既避免因致哀引來國內輿論譴
責，也不會刺激朝方。

韓政府前日經過兩小時激辯才得出「低

調哀悼」的結果。會議中官員分成「原則
派」和「穩健派」，前者認為朝鮮尚未就
天安艦、延坪島事件致歉，韓方絕不能致
哀；後者則認為應在朝鮮權力交接期保持
穩定局面。總統李明博等官員最後支持穩
健派，認為應該「讓朝鮮安心」。
■韓聯社/韓國《朝鮮日報》/法新社/美聯社

韓允個人團體發唁電

金正日死訊公布多日，日本一直未有表
示哀悼。朝鮮在日本的代表機構「在日朝
鮮人總聯合會」昨日則在東京設置靈堂，
接受日本各界和在日朝人弔唁。為了防止
右翼騷擾，東京警方出動大批警察對聯會
周圍實施戒嚴。

日本內閣情報調查組及外務省周一早上
亦曾事先向首相官邸提供資料，指朝鮮央
視預告有特別節目，可能是有關金正日死
訊，但首相野田佳彥未有理會，繼續行程
到戶外演說，結果死訊公布後，被迫急忙
折返。 ■共同社/中通社

在日朝人設靈堂 警戒備

■金正恩率領瞻仰金正日遺體時，與
黨政軍官員握手，顯示領導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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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將
與姑丈張成
澤及軍方分
權。
資料圖片

■外國使節昨前往憑弔金正日逝世。 法新社

■韓媒引述官方，質疑金正日死於火車上的
說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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