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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逾1.36萬個票站昨晨6時起開放予公眾投
票，到下午6時結束。據中央選舉管理委員

會統計，在全國逾4,100萬名選民中，有逾2,300
萬人投票，投票率為56.8%，是1998年以來最高
投票率的地選。分析認為，部分選民希望通過投票
「棄朝選野」，使投票率相對較高。
投票結束後，韓國三家主流電視台KBS、MBC、
SBS公布票站調查結果顯示，在17個廣域行政區
中，朝野各在5地領先，另在7地難分軒輊。

民望急挫15% 喊都無用
4月發生的「世越」號沉船事故造成近300人死亡，
大部分是中學生，出事客輪被揭多次超載貨物出航，
當局被批評監管不力、安全意識低。朴槿惠民望在海
難後從61%急挫至46%，是去年2月上任以來最低。
即使她其後落淚道歉、宣布解散備受指責的海洋警察
廳和承諾重組政府，民望依然未見起色。
選前民調顯示，政府和反對黨各自在5個地區佔

優，剩下7個地區則勢均力敵。蓋洛普5月民調顯
示，逾4成選民仍支持新國家黨，僅28%稱支持
NPAD。韓國中老年選民普遍支持執政黨，年輕選

民則傾向支持在野黨，不過
「世越」號事故造成大量學
生罹難，可能促使部分育有
上學年齡子女的中年選民
「倒戈」。

首爾市長連任 下任總統大熱
雖然選出的地方職位不會影響中央政府架構，但

當中不乏影響力巨大的職位，包括新一任首爾市
長。韓聯社報道，屬NPAD的現任市長朴元淳以
57.5%得票率，擊敗得票
率41.7%的新國家黨候選
人鄭夢準，確定連任首爾
市長。
首爾市長一向被視為通

往總統寶座的跳板，上任
總統李明博便曾任首爾市
長，故今次勝出者將被視
為2017年總統大選熱門候
選人。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韓聯社

朴槿惠政
府對今次地
方選舉表現
相對冷靜，
官員在公私
場合避談選
舉 相 關 議
題，相信是
要避免不必
要誤會引發
政治爭議。
韓國《中央
日報》發表評論指，今次選舉將成為重要分水嶺，決定在「世
越」號海難後，政府能恢復營運國政的能力，還是繼續有氣無力
至朴槿惠任期完結。

執政黨5屆地選僅贏一次
歷史數據對執政新國家黨相當不利，因過往5屆地選中，執政黨

只勝選一次。2010年，新國家黨前身大國家黨在16個廣域自治區
中只取下6個，時任總統李明博當時支持率為46.1%，與目前朴槿
惠相若。
青瓦台有意見認為，新國家黨要在今次17個廣域自治區取下最

少9個才算勝利，為朴槿惠政府推動改革帶來信心和動力。相反，
一旦該黨慘敗，不僅會面臨相當於重新組閣的改組要求，青瓦台
參謀團隊更恐面臨全體更換的命運。同時該黨內部平衡亦可能移
向非朴槿惠派系，增加下月全黨大會中非主流派勝利的可能性，
甚至引致該黨分裂。
選前民調顯示，新國家黨和反對派選情不相伯仲，可能出現難
以區分勝負的中間選舉結果。評論認為這絕非好事，因朝野間可
能會圍繞民意解釋展開無意義、消耗性的爭論，只會令國政營運
再度陷入混亂。 ■■韓國《中央日報》

「世越」號海難奪去安山市檀園高中260名師生的性命，這個「最
悲傷城市」昨日同樣舉行地選，選出市長和京畿地區行政首長。經
歷無情海難後，在選前民調暫時領先的曹姓市長候選人，以「安全
及所有家庭快樂」為競選口號，冀打動選民。
雖然執政新國家黨因處理海難手法捱轟，但由於現任市長金哲玟

拒絕讓路予同屬反對派候選人，可能分薄票源，令執政黨有機可
乘。

24小時亮燈 免學生靈魂着涼
「世越」號海難至今已一個半月，當地氣氛仍十分沉重。安山市
分為新舊區，檀園高中位處舊區，很多學生都來自貧困家庭，連海
難發生時的修學旅行費用也無法負擔，要校方資助。海難後，該校
24小時亮燈，「避免死去學生的靈魂在黑暗中着涼」。遇難學生所
屬班級的10個課室寫滿悼念字條，每名死去學生桌上仍放着一束束
菊花悼念。 ■worldchurch網站

韓民「棄朝選野」 投票率16年新高

海難後全國地選
公投朴槿惠
韓國昨日舉行第六屆地方選

舉，選出約3,950名議員和政府

職位，包括17個廣域自治區的領

導人。韓國政府處理「世越」號

海難不力備受批評，今次海難後

首次大型選舉被視為對總統朴槿

惠及執政新國家黨的公投。票站

調查顯示，該黨與主要反對黨新

民主政治聯盟(NPAD)選情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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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中央日報》昨引述分析報道，「世越」號船主、清
海鎮海運公司東主俞炳彥曾透過外交官妹夫、前任韓國駐
捷克大使吳甲烈穿針引線，試圖逃往法國提出避難申請，
但法國駐韓使館以他是單純刑事犯為由而拒絕。
該報稱，俞炳彥曾以基督教福音浸禮會(救援派)遭受宗

教迫害為由，試探避難的可能性。該報指，吳甲烈原定去
年6月結束大使任期返韓，但因延遲回國，已於上月被政
府交付中央懲戒委員會討論懲處。
海難案中控方強調，俞炳彥在國際法上並不屬於難民身

份，並已對他發出逮捕令，因此他屬於逃犯，若以避難為
理由幫助他逃亡，則是協助藏匿犯人，將受嚴格司法處
理。檢察廳已要求外交部向各國駐韓使領館說明這一情
況。 ■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

船主欲逃法國尋庇護被拒 「最悲傷城市」選市長

朝鮮曾於上世紀70至80年代綁架多名日
本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表示，朝方
將重新展開相關調查，日方則放寬部分對
朝經濟制裁作交換。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前
日指出，為解決綁架問題，有必要研究安
倍訪朝的可能性。
雖然日方將放寬部分對朝經濟制裁，但

岸田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重申，日
方不會解除朝鮮貨客兩用船「萬景峰92」

號進入日本港口的禁令。

分析：須緊隨美立場
安倍表示，現時確定是否訪朝仍言之尚

早，僅稱日方會盡力促使朝鮮遵守承諾。
分析指，安倍欲推動解決綁架問題，是想
展現日本更強和自主一面，但此舉可能得
失極力遏制朝鮮的美國及韓國，故安倍須
小心部署，緊隨美國立場，以免觸怒華

府。
路透社引述華府官員稱，雖然沒公開批

評日朝接觸，但美方私底下已要求日方通
知華府有關與朝的協議。
2002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舉行歷史性峰
會，金正日承認朝方於1970至1980年代綁
架13名日人，以教導間諜日語和日本風
俗。他們當中5人返回日本，另外8人在朝

鮮死亡。然而日本輿論質疑，當年可能多
達數百人被擄。
另外，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朝鮮曾

於上月底在日朝部長級會議上，要求日方
提供糧食和藥物援助。日官員當時指，容
許民間組織基於人道立場援助，但在綁架
問題調查取得實質進展前，日本不會提供
人道援助。

■共同社/法新社/路透社

安倍擬逞強訪朝鮮 勢觸怒美韓

為期兩日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昨
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幕，預料會商討烏
克蘭危機等一系列外交議題，以及全球經
貿及能源安全。俄羅斯在烏國問題上與西
方國家鬧僵，令今次峰會成為17年來首
次沒俄代表出席的一次，會議聲明草稿更
顯示，倘俄國不參與和平解決烏危機，隨
時準備加強對俄制裁，以及採取額外手
段，讓俄國付出更多代價。

領袖宣言：盡快落實TPP
峰會領袖宣言將提及盡快落實「跨太

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通過加
強貿易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及就業，並
承諾在11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
會，提出覆蓋貨幣政策、女性就業等領

域的經濟增長方針。G7峰會還商討如何
使能源供應多元化，以應對歐俄關係惡
化造成的能源供應問題。
外媒指，因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

俄國決定在亞洲採取積極外交策略，
加強與朝鮮的外交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譴責俄國在烏國

擴張，重申不接受俄國佔領克里米亞
及侵犯烏國主權。德國總理默克爾要
求俄總統普京運用影響力，制止烏國
分離主義分子並要求他們繳械，否則
一旦烏局勢惡化，德國將毫不猶豫對
俄實施經濟制裁。烏代總統圖爾奇諾
夫昨表示，要求相關部門研究在烏東實
施戒嚴的必要性。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去年被揭監控全球通
訊，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等盟
國首腦的手機，引起軒然大
波。《南德意志報》報道，德
國聯邦檢察院決定對此啟動刑
事調查。然而報道指，調查可
能只是象徵式，因為蒐集美英
情報機構在德境內監聽活動的
證據幾乎是不可能，檢察院此
舉只是迫於公眾壓力。
總檢察長朗格此前數月一直
考慮應否展開正式調查，憂會
影響美德關係。朗格辦公室發
聲明指，經初步調查後，已有
足夠證據顯示美情報人員涉竊
聽默克爾。
聯邦檢察院今次僅就針對默
克爾的監聽活動展開刑事調
查，而不涉及大規模針對德民
的監控活動。
■美聯社/德國The Local網站

G7峰會聲明草稿：隨時加強對俄制裁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在波蘭華沙會晤烏克
蘭候任總統波羅申科，他表示，雙方會面時商
討波羅申科恢復烏國和平、推動經濟增長、減

少依賴俄國能源供應的計劃，以及美國協助烏
國訓練執法及軍事人員。
白宮發聲明指，奧巴馬已同意向烏提供價

值2,300萬美元(約1.8億港元)的國防援助，當
中包括價值500萬美元(約3,876萬港元)的避彈
衣、夜視鏡及通訊設備。

習近平電賀波羅申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致電波羅申科，

祝賀他當選烏總統。他表示，中方重視中烏關
係發展，願同烏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
礎上，推進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造福兩國和
兩國人民。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奧巴馬晤烏候任總統 商美訓練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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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點票選委會點票

票站排長龍票站排長龍

長者也踴躍長者也踴躍

■■波羅申科(左)和奧巴馬「密斟」。 法新社

■「世越」號海難處
理不力，大挫朴槿惠
民望。圖為她昨日投
票。 路透社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朴元淳收到支持者一對
波鞋祝賀勝選。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