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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總統屢爆醜聞
金泳三：任期最後階段，兒子金賢哲於1997年被查出受斗陽集

團等企業委託，以活動費為名收受66億韓圜(約4,380萬港元)，
並涉及逃稅14億韓圜(約929萬港元)，被判監兩年。

金大中：2002年，三子金弘杰因受賄及逃稅被判監兩
年，緩刑三年，罰款2億韓圜(約133萬港元)。金大中離任
後，長子金弘一及次子金弘業亦先後因受賄被判監。

盧武鉉：2008年2月離任後，韓國製鞋企業泰光實
業公司老闆朴淵次同年12月被捕，並供認曾向盧武鉉
妻子權良淑及侄女延哲浩，分別提供100萬及500萬
美元(約776萬及3,879萬港元)。不堪醜聞困擾的盧
武鉉，於2009年5月23日跳崖自殺身亡。

李明博：在2013年3月5日即卸任僅9天
後，李明博便因購買內谷洞私宅地皮風波，以及
非法監察普通民眾，遭舉報及起訴。 綜合報道

韓聯社報道，檢方特別調查本部在調查朴槿惠的地
點，以及形式上曾作出考慮，認為在檢察廳辦公

樓調查並不適合，檢方人員屆時可能會到青瓦台總
統府登門調查。根據韓國憲法，在任總統可享刑事
豁免權，惟檢方認為，要想確認朴槿惠在崔順實干
政過程中是否曾直接參與或做出相關指示，以及青瓦
台文件外洩、朴槿惠逼迫大企業向基金會捐款等指控，便
唯有對其本人進行調查。檢方續稱，朴槿惠將以案件相
關人身份受查。

登門形式調查 朴槿惠關注示威
至於調查形式方面，檢方曾考慮以書面形式調查朴槿惠，惟
此舉勢必因流於表面而遭到群眾反對，傳召方式又與總統禮遇相
違背，因此檢方初步決定以面對面調查為原則，與青瓦台方面作
進一步協調。
首爾前晚有100萬人在青瓦台周邊示威，要求朴槿惠下台，主辦團
體之一「朴槿惠政權下台非常國民行動」昨日表示，今後將繼續每周
末在首爾市中心舉行燭光晚會，直至朴槿惠表明下台。朴槿惠昨日未有
公開回應示威者訴求，僅透過青瓦台發言人表示關注，又說以沉重心情
了解民意。至於青瓦台一眾參謀則於昨日召開首席秘書會議，商討如何
收拾當前局面。

或第三度全國講話 放權新總理
截至目前為止，朴槿惠已先後兩度公開道歉，並表明願意接受調
查；她又撤換青瓦台主要首席秘書，並同意由國會推舉人選出任總
理。雖然如此，民間的反對聲音卻有增無減，有預測認為青瓦台
可能推出新措施，包括第三次發表全國講話。韓聯社稱，由於
在野共同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以及國民之黨前聯合黨魁
安哲秀等下屆總統選舉潛在候選人，前日都有現身集
會，在這種情況下，朴槿惠可能在講話中明確表明將總
統權力移交新總理，自己則退居二線。此外，面對民眾
有意彈劾總統、提前總統選舉以及要求朴槿惠退黨的
意見，她會如何應對亦備受外界關注。 ■韓聯社

檢方知會青瓦台 待朴槿惠回覆

韓將首查在任總統
韓國總統朴槿惠涉嫌讓「閨蜜」崔順實干政一案再有

新發展，當地媒體昨日引述檢方消息稱，負責調查此案

的特別調查本部最遲將會在明日或後日，對朴槿惠

展開調查，並已將相關內容轉達青瓦台。青瓦台

發言人表示，朴槿惠將會最快在明日任

命律師並回覆檢方，一旦朴槿惠願意

受查，將會是韓國史上首次有在任總

統遭到調查。

除朴槿惠外，韓國檢方特別調查本部從前日
起，先後傳召多名曾於去年7月與朴槿惠單獨會面
的大企業總裁，包括現代汽車集團董事長鄭夢九、
韓華集團董事長金升淵，及SK集團SUPEX追求協
議會主席金昌根，重點了解他們當日單獨會談的目的及
具體內容。

三星現代非營運開支急升
另外，負責整理韓國企業數據的Chaebul網站昨日公
佈數據，發現包括三星、現代汽車、SK、LG及韓華等7
間懷疑曾向崔順實控制基金會捐款的大企業，去年的非
營運開支均較前年急升。數據顯示，7大企業的75間子
公司去年的非營運開支，比前年上升16.2%至27.2萬億
韓圜(約1,805億港元)，升幅遠高於同期營運開支的3%。
非營運開支即與公司核心運作無關的業務，包括利息、
社會貢獻或捐款。 ■韓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東歐國家保加利亞及摩爾多瓦昨日
分別舉行總統大選，民調顯示親俄羅
斯候選人有望勝選，意味俄羅斯在東
歐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大，兩國現行
的親西方路線可能扭轉，對積極東擴
的歐盟以至北約造成沉重打擊。

親俄候選人料當選總統
保加利亞屬歐盟成員國，但總理鮑

里索夫無力肅貪，令人民大感不滿。
最新民調顯示，在第一輪投票意外勝
出的反對派社會黨候選人、前空軍司
令拉德夫，領先執政黨對手查切娃約
10個百分點，勝望高唱。分析認為，
不少保加利亞人希望恢復與俄貿易，

是拉德夫獲支持的原因。
拉德夫承諾一旦當選，會讓保加利

亞留在歐盟，但同時指「親歐不一定
代表反俄」。他也曾呼籲歐盟停止制
裁俄國，以及採務實態度調查俄國吞
併克里米亞有否違反國際法。爭取成
為保加利亞首位女總統的查切娃則警
告，若拉德夫當選，保加利亞將回到
受俄國壓制的「黑暗舊路」。鮑里索夫
早前表明若拉德夫當選總統，他將會
辭職，保加利亞政局勢變得不明朗。
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摩爾多瓦，親

俄候選人多東在上月底首輪投票勝
出，但未能取得大多數票，需進行決
選，迎戰親西方的前世銀經濟學家桑

杜。摩爾多瓦過去7年一直尋求加入
歐盟，若多東當選總統，與歐盟融合
的步伐料將煞停。
多東於2006年至2009年擔任摩爾
多瓦財長，一直呼籲加強與俄關係，
他所屬的社會黨也希望廢除前年與歐
盟簽訂的貿易協議，並加入俄國領導
的歐亞關稅同盟。■《星期日衛報》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疑有亞
裔遭種族歧視，上周五再傳出高級
百貨公司Nordstrom旗下的直銷店
Nordstrom Rack，出售印有南京大
屠殺血腥圖案的HAPPINESS品牌
服飾，華裔居民陳霨蓁怒不可遏，
立即向Nordstrom Rack投訴，該公
司已將該服飾從網絡商店下架。
這件名為Andrea的連帽運動衫
售35.63至 47.5美元(約 276至 368
港元)，衣服上不僅印有南京大屠殺
血腥場面，在圖案右側還印有一名
坐在長椅上的白人女子，對身後發
生的事情視而不見。看到這幅圖片

的華人，日前自發組成近400人的
「抗議Nordstrom出售日軍屠殺服
裝」微信群，商討如何抵制這辱華
行徑。
設計這服裝的設計師馬爾卡奇尼

在其facebook網頁公開向華裔社區
道歉，表示這幅畫作標題為「為什
麼漠不關心」(Why Indifference)，
實則寓意「反戰」。陳霨蓁表示，
在馬爾卡奇尼及Nordstrom Rack立
即處理及解釋後，了解到設計師的
主旨是「反戰」，因衣服上的「為
什麼漠不關心」字樣被帽子遮蓋，
才導致誤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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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售南京大屠殺服飾 華裔狂轟

獨會朴槿惠
多名CEO受查

韓國經濟近期接連受打擊，除了三星被
迫回收智能手機Galaxy Note 7，韓進海
運及樂天集團亦分別申請破產保護及捲入
貪腐醜聞。正當經濟亟需提振之際，朴槿
惠卻陷入崔順實干政醜聞，導致政府無力
推動企業結構改革。花旗銀行韓國分行預
計，當地第4季經濟增長只有0.1%，遠低
於第3季的0.7%，政府力爭明年經濟增長
3%的大計亦未必能實現。
事實上，韓國早已面對不少經濟挑

戰，除了出口持續下跌及居民負債上升
外，人口老化、嚴厲的勞工法及來自中
國的競爭日增亦困擾當局。隨着干政醜

聞不斷發酵，在野黨國會議員審議明年
總值400.7萬億韓圜(約2.66萬億港元)財
政預算案時，亦質疑崔順實是否從中獲
益，恐妨礙預算案過關。
美國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

究員博伊茲頓認為，隨着朴槿惠民望跌
至新低，她即使僥倖保住總統職位，餘
下任期只會淪為跛腳鴨，無法推行重大
政策。首爾弘益大學經濟系教授全升仁
(譯音)指出，若經濟蓬勃，即使沒有政府
協調政策也問題不大，但韓國現時面臨
嚴重經濟危機，政局紛亂肯定令經濟雪
上加霜。 ■《彭博商業周刊》

保國摩爾多瓦或成親俄勢力

政府無力經改政府無力經改 增長料遠遜第增長料遠遜第33季季

■■印有南京大印有南京大
屠殺暴行的服屠殺暴行的服
飾已下架飾已下架。。

■立場親俄的保加利亞前空軍司令拉
德夫，民調遙遙領先。 法新社

■■前總統盧武鉉前總統盧武鉉
不堪醜聞困擾不堪醜聞困擾，，
賠上性命賠上性命。。

■反朴槿惠團體聲言每
周末舉行示威，直至朴
槿惠表明下台。 新華社

■■韓國民眾不接受朴槿惠道歉韓國民眾不接受朴槿惠道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檢方將親到青
瓦台當面調查朴
槿惠。 網上圖片

朴槿惠的「閨蜜干政門」引起滿城風
雨，但觀乎歷屆韓國總統，貪腐濫權的醜
聞不絕於耳。究其原因，在於韓國總統制度
出現問題，權力過大之餘又無法連任，導致
總統沒有掣肘，容易產生濫權的問題。

韓國總統雖由人民選出，但其權力卻
是十分大，不但能決定何時在國會提
出預算案，更能隨時否決任何法案。此
外，總統又能任命各級公務員及最高法
院法官、對軍隊擁有統帥權，以至簽訂
或審批條約、宣戰、提出憲法修訂及頒
佈戒嚴令的權力，均握在總統一人之手，
獨攬大權。正因總統權力過大，加上內閣
成員及副部長的辦公地點，與青瓦台相距
甚遠，令總統傾向會把權力下放給親屬或親
信，而後者又會藉這種關係來為自己謀利，
導致出現權力腐敗的惡性循環。

施政毋須向選民負責
此外，韓國總統制度規定任期為五年，不得連

任。如此一來，當選者在推行政策上便更能隨心所
欲，即使背棄競選承諾亦不用承擔責任，變相毋須
向選民負責，民眾如欲追究也無能為力，只能透過
不斷的示威，向總統施壓。
在韓國總統任期踏入最後階段時，往往會因頻爆

醜聞而導致民望低下，即使其所屬政黨的黨友，也
會出於政治前途的考慮，選擇與總統保持距離。故
此，在新總統當選後，都會傾向擺脫前總統的政
策，導致施政上有欠連貫，使韓國無論在社會、經
濟以至外交國防的領域上，都要重新適應新政策。
為分散總統權力，朴槿惠上月曾於國會提出修

憲，將總統權力限於外交及國防，而經濟等內政事
務則交由國會選出的總理處理，同時提議由總統制
改為議院內閣制。朴槿惠選擇在醜聞爆出後作出此
提議，難免令人聯想是希望藉此轉移視線，故此在
意見提出一日後便遭到否決。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