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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稱，尹錫悅希望通
過與美國走得更近、在國際舞台上發
揮更大作用來重啟韓國外交，但韓國
民眾顯然不買賬。民調機構韓國蓋洛
普4月28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
尹錫悅施政好評率跌至30%，差評率
升至63%。受訪者給尹錫悅差評的主
要原因是外交政策（38%），其次是
經濟、民生和物價（9%），以及韓日
關係（8%）。

韓美宣言加劇半島緊張局勢
報道指出，韓國此前長期採取謹

慎的外交政策，與日本保持距離，嘗
試與朝鮮對話，並在中美之間尋求平
衡，而尹錫悅上台後打破了這種平
衡。韓國《京鄉新聞》稱，尹錫悅已
決定讓韓國成為美國 「印太戰略」 的
忠實夥伴，但這種 「價值中心外交」
能否為韓國帶來實際利益需要打個問
號。

申晉旭批評說，尹錫悅政府將韓
國變為朝鮮半島、東亞地區乃至世界
政治的 「新冷戰」 推手。他表示：
「尹錫悅政府並沒有致力於緩解半島
緊張局勢、避免半島局勢走向 『新冷
戰』 ，反而帶頭加強和促成這一局
面。」 申晉旭認為，尹錫悅滿足了美
國和日本強硬派想要的一切，這使得
韓國逐步淪落為沒有任何控制力、參
與權、自主性的國家， 「韓國的未來
非常令人不安」 。

尹錫悅將與美國簽署的《華盛頓
宣言》視作自己此行一大成果，但韓
國民眾越來越懷疑美國會否在戰爭爆
發時伸出援手。首爾朝鮮研究大學教
授金東葉表示，這份聲稱要加強對朝
鮮震懾的宣言實際上是個空殼。

延世大學東亞問題學者約翰．
德勒里分析指，韓國政界的鴿派和
鷹派都有理由對《華盛頓宣言》感
到失望。鴿派批評該宣言無助於推
動朝韓對話，反而可能導致半島緊
張局勢升級；鷹派則認為美國
在阻撓韓國建立自己的核威
懾能力。

《日本經濟新聞》表
示，此次美韓首腦會談
上，與安保同等重要

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對華半導體出口
限制。韓國半導體巨頭三星和SK海
力士均在中國擁有工廠，但美國推出
的《芯片和科學法案》等限制措施令
韓企難以對中國工廠追加投資，市場
競爭力也被削弱。

韓國對華出口暴跌
韓聯社4月30日公布的貿易數據顯

示，韓國經濟已因此受到打擊。今年
第一季度，韓國對中國的出口額較去
年同期暴跌28%，半導體出口額下降
了44.5%。韓企迫切期盼尹錫悅說服
美國放寬限制。然而，尹錫悅與美國
總統拜登發表的聯合聲明僅表示雙方
將 「繼續協商」 ，沒有任何美方具
體讓步措施。

在另一個焦點問題──電動汽
車補貼方面，尹錫悅也未能勸美國
降低壁壘。根據美方《通脹削減法
案》，目前只有美國車企能享受稅
收優惠，韓國現代汽車集團被排除
在外。

近幾個月以來，韓國媒體幾乎
每天的新聞頭條都在警告《通脹削
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可
能傷害韓國最重要的兩大產業，即
電動車和半導體。對於很多韓國
人，尤其是發現就業機會越來越少的
年輕人來說，這才是最緊迫的問題。
尹錫悅4月26日在白宮晚宴上高唱《美
國派》，逗樂拜登等美國官員。德勒
里說： 「韓國年輕人不知道《美國
派》的歌詞，但他們知道《通脹削減
法案》。」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韓聯社、路透社報道：韓國總
統尹錫悅4月29日結束訪美行程。美媒稱，尹錫悅回到韓國後面臨質
疑和反對。韓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申晉旭指出，尹錫悅政府滿
足了美國和日本強硬派想要的一切，令韓國淪為沒有任何控制力
和自主權的國家，未來堪憂。有分析認為，尹錫悅 「崇美媚
日」 ，既未能解決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也未能解決韓國經濟問
題，令韓國各界深感失望。

尹錫悅結束訪美 喪權辱國淪傀儡
專家指華府口惠而實不至 首爾經濟及安全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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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聯合早
報》報道：七國集團（G7）數字與技術部
長會議4月30日同意對人工智能（AI）採取
「基於風險」 的監管措施，但同時表示此
類監管應為AI技術發展 「保持開放和有利
的環境」 。

G7數字與技術部長在日本舉行了為期
兩天的會議，並在會議聲明中同意推出一
項針對AI的監管法案。與會各國尤其關注
「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普及，例如OpenAI
開發的ChatGPT。聲明稱： 「我們計劃在
未來召開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討論，可
能聚焦治理、如何保障包括版權在內的知
識產權、促進透明度、解決虛假信息、應
對外國勢力的信息操縱等主題。」

路透社表示，雖然各國或基於不同的
目標和願景出台各自的監管政策，但此次
會議達成的共識為各國基於隱私問題和安

全風險管理AI樹立了一個里程碑。歐盟委
員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格說，會議結論表
明，歐盟在監管AI方面不是孤立的。

歐盟於4月28日提出新的立法草案，要
求ChatGPT等AI工具的開發商透露他們在

構建系統時使用的版權材料。此舉有望為
制定全球首個全面監管AI技術的法規鋪平
道路。這一規則將賦能出版商和內容創作
者，使他們在作品被AI工具用作原始材料
時可尋求利潤分成。

強徵勞工受害者拒絕韓企代賠方案

G7擬制定人工智能監管規則

【大公報訊】據共同社報道：韓
國尹錫悅政府提出由韓國財團代替日

企，向二戰時期遭日本殖民者強徵的韓
國勞工支付賠償，引起韓國民眾強烈不
滿。日媒4月24日披露，部分韓國受害
者及其遺屬拒絕接受韓企的 「賠償」 ，

堅決要求日方道歉和出資。

據報道，至少3名在世受害者及2人
的遺屬拒絕領取尹錫悅政府提供的所謂
「賠償」 ，要求繼續推進出售日企資產
的賠償方案。93歲高齡的受害者金性珠
在韓國最高法院前用顫抖的聲音質問：
「（日方）是在等着我們死嗎？」 她要
求法院盡快確認出售日企資產的命令。

尹錫悅政府去年7月向最高法院提交
了意見書，呼籲法院延後處理出售日企
資產事宜。日媒援引韓政府相關人士
稱，確定出售命令的難度變得更大。今
年3月初，尹錫悅政府正式公布了新的
「賠償方案」 ，由韓國行政安全部下屬
的 「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
財團」 通過韓企捐款籌資支付賠償金，
日本涉案企業卻得以置身事外。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批評
說，新方案公布的那一天是韓國的恥辱
日，尹錫悅政府選擇了否定歷史正義、
屈服於日本的道路，令韓國國民受到凌
辱。受害者楊金德說： 「我無法理解。
在我95歲的生命中，從未見過這樣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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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內戰第三周
國家瀕臨崩解

【大公報訊】綜合半島電視
台、路透社報道：蘇丹武裝部隊
與準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
（RSF）之間的戰鬥進入第三
周，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破壞停火
協議。4月15日衝突爆發以來，
蘇丹已有至少528人死亡，約
4500人受傷。聯合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4月29日說，蘇丹正在分崩
離析，衝突各方無權在這種時候
繼續爭權奪利。

蘇丹政府軍與RSF已達成多
項臨時停火協議，最新的一項協
議於當地時間4月30日午夜到
期。但路透社稱，4月29日晚，
蘇丹首都喀土穆依然發生激烈交
火。政府軍稱其摧毀了駛向喀土
穆的RSF車隊，RSF稱政府軍出

動戰機和大炮襲擊其多個據點。
雙方均指責對方破壞停火協議。

4月30日，激烈的戰鬥再次
爆發。喀土穆地方當局宣布公務
員無限期休假。數以萬計的蘇丹
人逃往國內較穩定地區，或嘗試
跨越邊境到乍得、埃及、南蘇
丹、埃塞俄比亞等地避難。蘇丹
一個醫生協會表示，由於醫療用
品、醫務人員和水電短缺，戰鬥
激烈地區超過三分之二的醫院停
止服務。

蘇丹政府軍4月29日宣布，
蘇丹警方已開始將中央預備役部
隊部署到喀土穆，旨在 「保護集
市和財產免遭劫掠」 。路透社
稱，政府軍的真實目的顯然是增
強己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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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批韓淪美國核戰爭火藥庫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韓國總

統尹錫悅近日訪美期間，美韓發表《華盛
頓宣言》，揚言要加強對朝鮮震懾力。朝
中社4月30日批評說，美韓此舉淋漓盡致
地暴露出對朝鮮的侵略企圖。尹錫悅反民

族、屈從美國的行徑使韓國淪為
美國的核戰爭火藥庫和前哨
基地，朝鮮半島及地區安全
利益也遭到損害。

朝中社說，尹錫悅此次訪美是 「最敵
對的侵略挑釁之行」 和 「極其危險的核戰
爭之行」 。文章認為，美韓此次把朝鮮公
開點名為核攻擊對象，正式寫入核戰略資
產在朝鮮半島的定期持續部署方案，是史
無前例的。 「美國和韓國傀儡更加淋漓盡
致地暴露出了對朝鮮的侵略企圖……說明
了朝鮮需要變得更加強大，毫不動搖地做
好萬全準備。」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
4月29日指出，《華盛頓宣言》只會導致
東北亞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面臨更嚴重的
威脅。拜登日前與尹錫悅會晤時聲稱，華
府絕不容忍朝鮮對美國或美國的盟友和夥
伴發動核攻擊，若朝鮮發動攻擊，將面臨
「政權滅亡」 的後果。

金與正嘲諷拜登是 「沒有前途的老頭
子」 ，沒有能力對美國的安全和未來負
責。她還批評尹錫悅 「沒有出息」 ，居然
對不切實際的《華盛頓宣言》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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