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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轉變 全力發展經濟

朝鮮與韓國和美國舉行首腦峰會

之前，朝中社昨日引述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表示，將即時停止核試和洲

際彈道導彈(ICBM)試射，並關閉豐

溪里核試場，集中發展經濟及追求

和平。報道指，這是金正恩執政以

來的重大政策轉變。中國、美國和

韓國都對此表示歡迎。然而分析認

為，金正恩沒提及放棄現有核武和

導彈，反而暗示會保留現有核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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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表示，審
慎歡迎朝鮮承諾停止核試和試射洲
際彈道導彈，日方會密切留意事態
發展，確保朝鮮全面棄核。日本防
相小野寺五典表示，以美國為首的
聯軍早前空襲敘利亞，是同時向朝
鮮發出警號，有能力摧毀任何大殺
傷力武器。他指日本會繼續對朝施
加最大壓力，迫使朝鮮放棄短程及
中程彈道導彈。
小野寺五典前日到訪美國國防部，

會晤防長馬蒂斯。小野寺稱，平壤沒
提及放棄中程和短程彈道導彈，日方
不能感到滿意，將持續向朝施壓，直
至對方最終放棄大殺傷力武器、核武
和導彈。
小野寺強調在大國競爭重臨之際，

美日同盟非常重要，兩國需在朝鮮問
題上步伐一致。馬蒂斯則表示，美日
同盟是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基
石，「在審視一條新的和平道路之
時，亦要保持警惕」。 ■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5月或6月初，
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舉行首腦會談，外
國媒體非常重視今次世紀會面，但朝鮮
官方對此三緘其口，從沒進行宣傳，國
民幾乎一無所知。《衛報》認為，朝鮮
一直宣揚反美訊息，形容美國為帝國主
義及朝鮮的敵人，今次會面充滿不確定
性，促使官方低調處理。
在美國中情局(CIA)局長蓬佩奧早前秘
訪平壤密會金正恩的數天後，一批外國

記者到訪平壤，由朝方人員接待。記者
多次詢問對方有關美朝峰會問題，對方
均以不容許回答政治問題為由拒答。
事實上，朝鮮官方一向鋪天蓋地宣傳
美國的侵略行徑，反美海報比比皆是。
官方要向國民解釋「與敵人會談」並非
易事。此外，特朗普喜怒無常，若他在
峰會期間突然拂袖而去，令會談破裂，
朝方恐難以向人民清楚解釋，或許因此
決定保持緘默。

朝人員形容特朗普瘋狂
有意見認為，特朗普的強硬態度，

是促使金正恩願意對話的原因。首爾
國民大學朝鮮問題專家蘭科夫指出，
朝鮮官員一直相信，美國不會冒着首
爾受報復攻擊的風險而對朝動武，但
特朗普上台後，情況變得不一樣，讓
朝鮮不再感到安全。接待外國記者的
朝方人員拒答美朝峰會問題，但他評
論特朗普本人時，對於特朗普威脅殲
滅一個有2,500萬人的國家感到難以置
信，形容他「瘋狂」。 ■《衛報》

朝鮮勞動黨前日召開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
三次全體會議，金正恩在會上表示，半

島正形成一股追求和平的新潮流，國際政治
格局亦發生巨變，朝鮮已完成發展核武的目
標，不再需要核試和試射ICBM。金正恩指
出，在2013年3月，全會通過發展核武與經
濟的「並進」政策，在5年內取得奇跡般的
勝利，全黨全國將聚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意味集中發展經濟的路線會取代「並進」。

關閉豐溪里核試場
勞動黨同日通過一份關於關閉豐溪里核試
場的決定書，稱停止核試是推進全球核裁軍
的重要過程，若國際社會不對朝鮮作出核威
脅，平壤就不會使用核武，在任何情況下也
不會轉移核技術。為了實現半島與世界和平
穩定，朝鮮將同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保持緊
密溝通與對話。

特朗普讚極好消息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微博twitter表示，這
對朝鮮和全球都是極好消息，期待會晤金
正恩，形容各方在朝鮮無核化過程中均取
得進展。歐盟外交事務專員莫蓋里尼指，
朝鮮此舉是受各方期待的正面一步，促使
朝鮮達至全面和不可逆轉的無核化。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指出，中方認為，朝
方有關決定有助於進一步緩和半島局勢，
有助於推動半島無核化和半島問題政治解
決進程。韓青瓦台形容為「有意義的進
展」，為韓朝和美朝峰會創造非常積極的
環境。

未提不試射短程導彈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納蘭指出，金正
恩的言論為自己留下迴旋空間和後路，未來
可能會再轉軚。外界亦相信，豐溪里核試場
經歷去年氫彈測試後出現倒塌，結構非常不
穩，故關閉它也不會令朝鮮蒙受太大損失。
此外，金正恩僅表示無須再試射洲際彈道導
彈和中程導彈，沒提及可打擊韓國和日本的
短程導彈。
韓國高麗大學朝鮮問題專家南成旭表示，
金正恩親自宣佈中止核試是一件轟動的事，
但質疑朝鮮日後會否繼續發展核武、完全關
閉所有核武設施，以及如何處置現存核武。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梁亞濱表示，朝鮮目前
宣佈的舉措相當於「凍結」核計劃，但美國
要的是「退回」。

■韓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新華社

朝鮮宣佈停止核試及試射洲際彈
道導彈，出乎外界意料，「憂思科
學家聯盟」專家懷特認為，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在峰會前作出宣佈，反
映他認真看待談判。然而外界疑慮
未有釋除，華府官員懷疑，這是朝
鮮的計謀，目的是在美朝峰會之
前，在朝鮮同意棄核之前，率先出
招促使美國妥協。
韓國保守派及美國鷹派人士相

信，朝鮮視核武為保障國家安全
的最佳選項，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並非真心棄核。釜山國立大學國
際關係教授凱利認為，在韓朝峰
會及美朝峰會即將舉行之際，朝
鮮試圖藉今次決定，在談判桌上

換取更大利益，認為若因此確定
朝鮮步向無核化是言之尚早。他
表示，朝鮮可能已擁有30至50枚
核彈頭，以及能攜帶核彈頭的彈
道導彈，已具備巨大阻嚇力量。
朝鮮必須解除現有的核武裝，才
能證實金正恩的棄核意願，這將
成為韓朝及美朝首腦會談的主要
議題。
鴿派人士指出，朝鮮近期同意

不再反對美韓聯合軍演及美軍部
署韓國，加上今次宣佈停止核試
及試射導彈，顯示朝鮮的政策出
現真正改變，表達出願意磋商無
核化的訊息。

■《衛報》/《紐約時報》

美朝峰會前先出招
施壓華府妥協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分別跟韓國和
美國首腦舉行峰會前，宣佈不再進行
核試和試射導彈。有專家認為，朝鮮
既已在核武發展上取得進展，這項聲
明的背後目的，相信只是策略性換取
解除制裁。

印巴亦6次核試後停止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美國科學家聯盟高

級助理研究員兼《外交家》雜誌資深編
輯龐達指出，朝鮮的聲明清楚指出，金
正恩凍結核試及關閉豐溪里核試場，是
因他覺得朝鮮已進行6次核試，掌控核
武設計能力。龐達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為
例，指已晉身核武國家的印巴，截至
1998年分別曾進行6次核試，但之後已
沒再進行。
至於不再試射洲際彈道導彈，龐達認

為較令人意外，因朝鮮合共只進行3次

能將核彈射至美國本土的測試，而且沒
觸及作出核攻擊所需的導彈軌道飛行。
不過龐達認為，從策略上而言，自行提
出不再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幾乎不用付
出任何成本，也可輕易反悔，例如朝鮮
1999年也曾暫停導彈試射，但到2006年
便反口。
龐達指出，金正恩宣佈不再核試、改

為「集中全力建設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
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反映朝鮮
將尋求與韓美的首腦會談時解除國際制
裁，以達成拚經濟目標。對於金正恩為
何要放棄核試和導彈試射的王牌，以便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龐達認為能與
美國總統舉行峰會，對朝鮮已是極大回
報，金正恩做到了父、祖兩輩都做不到
的事。而朝鮮的聲明看來更像是「成為
核武國家的宣告」，根本無意放棄能保
障國家生存的武器。 ■英國廣播公司

朝鮮宣佈停止核試及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後，
在5月或6月初舉行的美朝首腦會談上，預料將
討論到朝鮮獲安全保障的議題。在國家不再受
威脅下，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將可集中力量建設
經濟，實現在2020年成為經濟強國的目標。

制裁削朝政治精英忠誠
韓國中小企業銀行高級分析師趙奉賢表示，

朝鮮遭受聯合國、美國、韓國、日本及其他國
家實施制裁，嚴重打擊經濟，亦削弱政治精英
對領導層的忠誠，可能動搖金正恩政權的統治
地位，金正恩企圖透過實現經濟成就，協助鞏
固政權及改善對外形象。
韓國韓東國際大學教授朴遠建指出，制裁措

施嚴重打擊朝鮮貿易，海外商業收入大減，海
外勞工匯款的渠道亦遭封殺，令政府資金捉襟
見肘，過往藉贈送名錶及名車拉攏政治精英的
策略難再實行，促使金正恩必須想辦法開拓資
金來源。
另一方面，金正恩2012年推行經濟改革，給

予國營企業更大自主權，准許它們選擇製造的
產品、價格、數量及營銷策略，同時容許農民

保留剩餘的農產品，2013年更劃定經濟特區，
吸引來自中國、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投資，但
國際制裁令金正恩的改革大計落空，大量國營
企業無法正常運作，損害國家經濟。
位於首爾的「世界朝鮮研究中心」負責人安

江日稱，金正恩希望重建經濟，認為他或採用
結合中國、古巴及越南的經濟發展模式，集合
其他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而中國於1970年代
展開的改革開放計劃，可成為取經對象。

■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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