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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韓國首都首爾附近的鷺梁津，又名「考
試村」，當地充斥補習學校及自修室，是多達3
萬名年輕人日夜苦讀的大本營。當地年輕一輩
因貧富懸殊加劇，爭取「鐵飯碗」成為最大出
路，無數人於是蝸居在「考試村」，捱 2美元
(約16港元)的廉價飯盒，準備公務員考試。不少
年輕選民紛紛在上周提前投票，希望選出能改
善就業的新總統。

在野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承諾，倘若當
選將推出總值180億美元(約1,395億港元)的就業
及福利政策，有助吸納年輕人選票。雖然韓國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超過3萬美元(約
23.3萬港元)，但經濟成果分配不均，要改善生
活，學歷欠佳、無法進入巨企工作的年輕人只
能寄望「鐵飯碗」。

不滿現狀 37%青年「三失」
據統計，2008年韓國15至29歲「三失」(失

業、失學及沒有受訓)青年佔人口的比例高達
36.8%，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最
高。已提早投票給文在寅、在「考試村」住了
1年的克里斯蒂娜．康表示，「父母都說社會
現狀比1997至98年間經濟危機時更差。」年輕
選民普遍對現狀不滿，希望求變，對執政新世
界黨候選人朴槿惠極為不利。

■路透社

「考試村」年輕人提前投票 冀就業改善

韓國首位總統女候選人朴槿惠有機會
開創歷史，晉身韓國首位女總統，但作
為前獨裁總統朴正熙的女兒，她要帶領
國家走向未來，要先應付歷史遺留下來
的包袱。

台灣獲名譽博士 三次訪京
在朴正熙領導下，韓國經濟得以迅速

發展，因此他也贏得不少國民尊崇。但
朴正熙的管治手段亦隨 起飛的經濟更
趨強硬，無數反對者被拘禁，甚至受
虐，對他恨之入骨的亦大有人在。他和
夫人皆命喪刺客手上，反映國民的怨
恨。朴槿惠的身份既是優勢，也是負
累，她不僅要滿足父親支持者的期望，
也要平息一群仇視者的憤怒。

其實朴槿惠和中國的淵源不淺，她於
涉足政壇之前的1987年7月，在台灣台
北文化大學獲名譽文化博士學位；2001
年又在台灣文化大學修讀完最高產業戰
略課程。
朴槿惠2005年、2006年和2008年訪問

北京，都下榻釣魚台國賓館。在2005年
的訪問中，朴槿惠患感冒，時任中國國
務委員唐家璇親自送來自己的「秘
方」，將可樂和熱水拌在一起，效果奇
好。朴槿惠翌年在中共中央黨校以「韓
國新村運動的成果」為主題發表演講，
成為韓國政治人物第一人。
韓國向來男尊女卑，朴槿惠若成功獲

選下任總統，無疑將衝擊男性主導的傳
統。 ■綜合報道

朴槿惠：歷史是優勢，也是負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時殷弘向本報表示，無
論誰出任韓國總統，都會積
極推動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FTA)談判。他認為，未來1
至2年韓朝關係有機會改
善，韓美或緩和對朝態度，
重啟「朝美談判」及朝韓最
高領導人會晤。
時殷弘相信，朝韓關係緩

和對中朝及中韓關係皆有
利，短期內重啟「六方會談」
可能較小，但「朝美談判」
可望降低朝鮮對韓敵意，令
朝鮮棄核機會變大。

《紐時》：韓朝料重啟對話
《紐約時報》分析稱，新

一屆韓國政府可望終結現任
總統李明博的強硬對策，與
朝鮮重啟對話之門。兩大熱
門候選人朴槿惠及文在寅均
同意採取更溫和的對朝政
策。但與此同時，美國在朝
鮮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
後，考慮向朝實施「伊朗式」
制裁，令美、韓對朝政策或
背道而馳。
在野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

在寅提倡重新執行前總統金
大中及盧武鉉的「陽光政策」，透過
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投資、援助及物
資，試圖與朝和解。執政新世界黨候
選人朴槿惠亦主張對朝軟化，指一旦
當選，會不吝嗇提供人道救援，並會
嘗試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展開談判。
報道稱，美國總統奧巴馬與李明博

一向爭取懲罰朝鮮的「挑釁行為」，
但從未獲中國支持，若韓國未來傾向
對朝軟化，將令美國更形孤立。分析
認為文在寅若當選，韓國的親美態度
將會有所改變，對欲「重返亞太」的
美國構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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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經濟急速成長，許多韓國選民對
朝韓統一的議題已不感興趣，反而

渴望政客改善社會福利、就業保障及貧富
懸殊等問題。這種傾向於崛起的中產階層
尤其明顯，他們傾向中間派，既關注經濟
發展，亦重視社會平等，期望政府規管三
星及現代等不斷扼殺中小企的「財閥」。

各走極端 淡化歷史搶游離票
但朴槿惠代表的保守勢力及文在寅的自

由派各走極端，似乎未能切合選民的期
望。為爭取中間選民的游離票，兩人均力
圖與肩上的歷史包袱劃清界線：朴槿惠公
開批評父親朴正熙的獨裁管治，並向鐵腕
下的受害者道歉；文在寅則承認「伯樂」
盧武鉉處理經濟無方。
經濟方面，兩人皆認為改革財閥制度不

等於摧毀現存的巨型企業，意味無論誰人
當選，改革力度都不會太大。被視為韓國
「漢江奇蹟」締造者的朴正熙，當年主張以
國家扶持家族企業、帶動經濟發展，促成
財閥制度誕生。朴槿惠雖承諾改革財閥，
但警告不應瓦解整個制度，以免損害經
濟。文在寅認為應削弱財閥家族對企業的
控制權，但亦強調改革應以「令大眾歡迎
財閥」為目標。

新世代：民主經濟雙管齊下
韓國政黨在1960至70年代集中拚經濟，

至1980及90年代則偏重民主議題。韓國峨
山政策研究院院長韓在鳳指出，「新世代
不認為民主和經濟是對立的議題，是國內
首次出現這種現象。對選民來說，安哲秀
(前總統候選人)跟其他人不同，並非出身政
壇，更具吸引力。」
韓國中央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金浩燮認

為，安哲秀的貢獻是將貪腐及政治透明度
推上選戰平台，迫政客面對政治改革的呼
聲。不過，朴、文受制於前朝的政治取
態，恐未能切實作出改革。
新世界黨昨預測朴槿惠將以80萬票以上

的優勢當選。朴營表示，警方證實國家情
報院並無干預選情後，游離選民已不再支
持文在寅。文營常任顧問丁世均則稱，在
「黃金交叉期」(支持率逆轉時期)後，相信
文在寅支持度已超越對手。

■法新社/美聯社/《朝鮮日報》/中央社

韓國今日舉行

5年一度的總統

選舉，作為兩大

熱門候選人，執政

新世界黨的朴槿惠及

在野民主統合黨的文在

寅在最後一刻仍然勢均力

敵，朴槿惠僅以些微支持度

領先。雖然選情激烈，但因兩

人分別與前總統朴正熙及盧武鉉

關連太深，令很多求變的選民對

新政府不存厚望，認為守舊的政

治生態無法應對社會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韓國今日大
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朝鮮問題專家于迎麗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令
韓國更重視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關係，無論
誰出任韓國總統，都會維持中韓關係穩定。她
又強調，不同於日中美三國「零和博弈」，韓
國有能力在對中美關係中雙贏。
于迎麗指，韓國外交素以「美韓同盟」為軸

心，料保守派朴槿惠會延續李明博親美政策，
配合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韓國如何在韓美
同盟與中韓關係中取得平衡，成為新總統挑
戰。她相信，在影響中韓關係的朝鮮問題上，
在野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上台更有助改善
韓朝關係。但朴槿惠曾訪問朝鮮，加上其女性
特質，相信她會在強硬基調裡留有「溫柔」。
于迎麗並認為，「強人之女」不會成為朴槿

惠執政陰霾，指韓國政壇重人脈及出身，前總
統之女的身份反而是其難得政治資本。

專家：韓中美關係非「零和博弈」

朴槿惠
鼓勵成立新創公

司、協助培訓失業人
士找工，設立全國求
職者資料庫
承諾改善婦女福利、
鼓勵彈性工作安排，
增加對單親家庭的財
政援助

文在寅
推行200億美元(約

1,550億港元)就業計
劃，包括提高最低工
資，將半數私企臨時
僱員轉為全職。
廢除富人減稅措

施，透過退休金加
倍、每月向求職者和
育有12歲以下小童的
家庭發放津貼，提升
基本收入水平

擁護「經濟民主化」
計劃，避免在經濟不
明朗時過度設限

支持強化反壟斷權
力，遏止財閥擴張至
新事業領域，保護小
企

打擊政壇任人唯親
及貪污，徹底改革受
貪腐醜聞影響的國家
檢察機構

與朴槿惠大致相同

《朝鮮日報》與崇
實大學教授吳徹虎及
祥明大學教授金美
卿，共同比對並評估
朴槿惠及文在寅在外
交安全策略上的同
異，發現兩人在朝鮮
發展核武和導彈、北方界線（NLL）及
駐韓美軍等6項議題上取態相同，另有8
項立場相反或略有差異。另外，朴槿惠
與現任總統李明博在15個比對項目中，
有12個取態相似；而文在寅與前總統盧
武鉉的外交安全策略則只有6項相似。
分析指，朴槿惠外交基調將與李明博

政府大同小異，但她倡議推進朝韓會
談，又同意以維護北方界線為前提下，
考慮設立共同捕撈區，均與李明博的主
張不同。文在寅則較盧武鉉更重視國家
安全，他反對裁減駐韓美軍、朝鮮擁核
及發射導彈。
金美卿稱，朴槿惠將繼承「先安全，

後合作」的對朝基調，但較李明博靈
活；文在寅則堅持盧武鉉的「和平議
程」，但堅持不接受朝鮮擁核。

■《朝鮮日報》/法新社

朴：繼承外交基調
文：反朝鮮擁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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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舊酒 韓民睇淡

朴槿惠文在寅部分政綱

新瓶舊酒 韓民睇淡
今日大選

■朴槿惠在首爾作最後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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