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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罕見示威 抗加30%水費
新加坡上月公佈財政預算案，政府將
分兩階段調高水費30%，是近20年來
首次，政府會透過退稅減輕低收入家庭
負擔。新加坡民眾不滿加水費，逾100
人昨日到芳林公園「演說者之角」示
威，以當局嚴格限制的標準來說，今次
示威可謂極為罕見。

淨化技術貴 感加價壓力
新加坡財長王瑞傑上月表示，當地

60%供水來自鄰國馬來西亞，其餘供水
利用先進膜技術及紫外光消毒，將使用
過的水循環再用，並大力投資海水淡化
科技，以減少依賴進口食水，但因淨化
技術費用昂貴，加上供水量極依賴天
氣，故須調高水費。
示威者認為政府加水費不合理，指新

加坡生活成本太高，連續3年被「經濟
學人智庫」(EIU)評為全球生活費最高
昂城市，近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升

至6年高位，加水費只會令國民百上加
斤。發起示威的組織相信，若民眾不怕
被警察拘捕，相信會有更多示威者到
場。
新加坡禁止示威者作出誹謗言論，以

及避免煽動種族和宗教仇恨，因此當地
鮮有發生示威。當局曾於2014年以擾
亂公眾秩序為由，拘捕6名抗議公積金
制度的示威者。

■路透社

朴槿惠「非法佔領」沉默抗議
精神大受打擊 傳最快今明遷出青瓦台

韓國媒體報道，朴槿惠前日在官邸透過
電視觀看法院宣判過程，消息人士

指，朴槿惠原先確信部分法官會駁回彈
劾，但最終8名法官一致通過，她知悉結果
後精神大受打擊，一度致電助手以確認判
決屬實。據悉法院宣判後，朴槿惠曾會見
秘書室室長韓光玉等官員商討對策，但她
見面時只表示「無話可說」，隨後更拒絕
接見到來安慰的自由韓國黨議員趙源震。

再多一支持者喪生
朴槿惠至今仍然保持沉默，引起反對派
不滿。共同民主黨發言人尹寬錫(譯音)批
評，朴槿惠不能迴避此事，應公開接受法
院裁決，並向公眾致歉。國民之黨亦發聲
明指，她應就釀成國家災難向支持者道
歉。有分析認為，此前朴槿惠代表律師曾
斥責國會彈劾過程不合法，理據亦不充
分，加上她現時拒絕回應事件，反映她極
度不滿判決，甚至可能是默許反對彈劾的
公眾情緒發酵，藉此影響輿論走向。
約5萬名示威者昨晚聚集首爾光化門廣
場，參加5個月以來第20次「倒朴」燭光
集會。示威者形容朴槿惠下台是人民的勝
利，促請當局推行自由公平的民主改革，
他們隨後遊行到青瓦台，沿途高呼「拘捕
朴槿惠！」朴槿惠的支持者則於附近的德
壽宮集會，他們揮動國旗，要求宣佈憲法
法院的裁決無效。挺朴集會主辦團體表
示，他們會組織新政黨，恢復民主和法
治。由於雙方示威場地接近，警方停泊數
百輛警車分隔兩派示威者，以防發生衝
突。
支持和反對朴槿惠的示威者前日在首爾
集會期間爆發衝突，造成兩人死亡後，警
方昨日表示，一名74歲老翁在憲法法院外
參加反對彈劾集會時，懷疑心臟病發暈

倒，搶救近20小時後延至昨晨不治。由於
預計雙方繼續發動示威，當局計劃派出2萬
名警員及數百輛巴士，分隔兩派示威者。

當局料大選後作拘捕行動
由於朴槿惠失去總統刑事豁免權，面臨

韓國檢控方就崔順實干政案的調查。據悉
當局正與她的團隊商討，或於下周初當面
盤問朴槿惠。雖然當局有權即時拘捕她，
但由於大選預料將於5月9日舉行，估計當
局會礙於政治狀況，押後拘捕決定。
另一方面，朴槿惠被剝奪總統權力後需

搬出青瓦台。不過她位於首爾三成洞的住
所仍在維修，估計最快今日或明日才可搬
回家。電視片段顯示，青瓦台職員昨日將
朴槿惠的行李搬進住所，警方在附近一帶
部署逾200名警員維持秩序。

■韓國《中央日報》/韓聯社/
《韓民族日報》/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朴槿惠去年被揭縱容「閨蜜」崔順實干
政後，韓國憲法法院前日終通過彈劾朴槿
惠，令韓國首位女總統面對下台命運。這
場政治風暴凸顯韓國社會分歧，年輕一代
普遍認為，這證明自1980年代以來的民主
化運動，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然而對於反
對彈劾的老一輩國民而言，此次彈劾旨在
否定朴槿惠父親、前總統朴正熙推動韓國
經濟發展的成果。兩代韓國民眾的不同看
法，反映他們各自對韓國的身份認同。
民調顯示，韓國77%國民支持國會的彈
劾案，包括數以十萬計曾參與「倒朴」燭
光集會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對這個群體而
言，朴槿惠一案揭示韓國的政治和制度缺
陷，例如三星太子李在鎔涉賺賄賂
朴槿惠和崔順實，便凸顯社會精英
的特權和腐敗；崔順實女兒鄭尤拉
「走後門」入讀梨花女子大學，證
明韓國教育制度缺乏透明度，未能
讓普羅大眾向上流動。朴槿惠利用
總統權力，將反對她的演藝人士和
傳媒列入黑名單，更展現政治制度
的威權傾向。

長者質疑法院向民粹投降
朴槿惠最終遭彈劾，鞏固「反
朴」人士的身份認同。他們認為，

公眾透過國會和法院等民主機構監察政
府，最終令朴槿惠下台，韓國亦將迎來大
選，使他們堅信當地的民主化浪潮，正是
韓國取得成功的基石，亦是他們對韓國的
身份認同所在。
至於反對彈劾的人士則主要是60歲以上

的老一輩國民，他們堅稱朴槿惠受到的攻
擊帶有政治意圖，法院是基於民粹主義壓
力作出裁決，認為朴槿惠代表其父親的政
治遺產，彈劾朴槿惠如同否定朴正熙建立
的「漢江奇蹟」，甚至侮辱當年有份推動
韓國經濟迅速發展的上一代國民，企圖否
定構建他們身份認同的「漢江奇蹟」。

■英國廣播公司

韓國財閥掌握國家經濟命脈，政
府仰賴財閥帶動經濟增長，財閥則
期望政府提供政策便利，官商勾結
根深蒂固。朴槿惠被彈劾下台，徹
底暴露韓國政商間的黑暗面，但亦
為財閥帶來改革契機，要打擊官商
勾結，除政治改革外，財閥也要改
革營運方式，增加決策過程透明
度，抗拒政治干預。
朴槿惠2012年打着「經濟民主
化」旗號勝出大選，誓要加強規
管，並推出新措施對抗財閥壟斷經
濟的局面，例如給予新創企業更多
支援，以及承諾將貪污企業高層繩
之於法，但她上任後僅半年，便開
始與財閥會長私相授受。
利慾薰心的當權者是政治腐敗元

兇，但正因財閥的決策制度存在漏
洞，才讓他們有機可乘。專家提
出，由財閥主動進行內部改革，比
政治改革更有助打擊貪腐。隨着
「干政門」事件愈揭愈臭，三星太
子李在鎔被起訴，財閥終於踏出遲
來的第一步。三星不久前收緊大額
捐款的審批程序，捐款金額高於10
億韓圜(約671萬港元)須獲董事會
許可，還解散負責與政界接觸的
「未來戰略室」。
李在鎔涉嫌行賄的「世紀審訊」

不久前展開，李氏家族對經濟貢獻
良多，連政府也忌憚三分，李在鎔
最終命運如何，將是韓國能否擺脫
官商勾結的轉捩點。

■《韓國時報》

韓國憲法法院前日通過前總統朴

槿惠彈劾案後，朴槿惠正式下台，

但她目前仍留在青瓦台官邸內，未

有公開露面或發表聲明。知情人士

透露，朴槿惠得悉法院裁決後，精

神大受打擊，需要時間平復心情，

分析認為她至今仍未就裁決表態，

是「沉默抗議」裁決。有反對黨形

容她是「非法佔領」總統府。

憲法法院前日通過彈劾朴槿惠，理論上她應在彈劾案
生效當日離開青瓦台，但她以私人原因和整頓需時為由
暫留官邸，韓媒發現，懸掛在青瓦台中央本館外、代表
韓國總統的「藍色鳳凰旗」已降下，只剩下韓國國旗，
意味韓國目前處於沒有總統的狀態。
鳳凰是韓國總統的象徵，青瓦台於1967年推出「藍

色鳳凰旗」，印有兩隻鳳凰對視，中間為韓國國花木
槿。這標誌自此出現在青瓦台、總統座駕及行政命令
上。 ■韓國《中央日報》

揭世代之爭「漢江奇蹟」難服眾

朴槿惠下台後，韓國在野共同
民主黨黨魁秋美愛表示，代總統
黃教安應立即凍結過去政府作出
的錯誤外交安保政策。韓國國防
部相關人士稱，薩德系統是對朝
鮮核彈威脅的防禦手段。韓美兩
國將按計劃，盡量在兩個月內迅
速完成部署。
韓美兩國已決定，將於下月中

向韓國運送雷達和攔截導彈等薩
德剩下的裝備，意味雖然韓國最
遲在5月9日提前舉行大選，但薩

德部署程序不會因此推遲。而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
判、韓日兩國慰安婦協議重新協
商等在兩個月內無法解決的問
題，只能移交到下屆政府。
韓國未來論壇理事長千英宇則

強調，過渡期政府要將對朝政
策，作為美國特朗普政府外交安
保政策的最優先課題，並作好準
備，以便新政府上台後能立即集
中應對。

■韓國《中央日報》

震撼貪腐溫床 財閥改革契機

韓謀兩個月內完成部署薩德青瓦台降「藍鳳凰旗」
總統位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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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朴槿惠的人士以長者為主，有
人更坐輪椅到場。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