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公調處人員當地時
間3日上午7時21分左右抵達總統官邸
前。參與執行逮捕令人員共150人，包
括公調處相關人士30人和警方特別調
查團120人。警方還在總統官邸附近部
署了2800餘名警力。

多次遇巴士及武裝警衛阻攔
公調處於8點2分左右突破了尹錫

悅支持者和總統警衛處在總統官邸外
的阻攔，成功進入內部，但在總統官
邸大院的第一道鐵門打開後，就遇到
由巴士和50多名總統警衛處職員組成
的第一道 「防線」 。雙方對峙了30分
鐘左右，約80名調查人員艱難進入總
統官邸院內，前行了約100至150米，
再次遇到大巴車和警衛處職員阻攔。

調查人員隨後改走旁邊的山路，
在距離總統官邸建築約200米處，遇到
了由10多輛巴士和轎車組成的 「防
線」 。總統警衛處及官邸內的守衛人
員共200多人組成 「人牆」 ，阻止調查

人員前進。
經與總統警衛處協商，公調處3名

檢察官抵達總統官邸建築前，與尹錫
悅的律師團見面，要求他們接受執行
逮捕令。但律師團稱，由於逮捕令和
搜查令 「非法、無效」 ，所以 「很難
協助執行」 。

公調處的調查員和警員稱，在前
往總統官邸建築的路上，一直和總統
警衛處的職員和其他警衛人員發生肢
體衝突，並稱有部分警衛人員攜帶武
器。

未知6日前是否再執行逮捕
眼見局勢僵持，由韓國警察廳、

公調處和國防部聯合設立的共同調查
本部表示，由於持續對峙，目前判斷
事實上無法執行逮捕令，出於對現場
人員安全的考慮，於當地時間13時30
分左右暫停執行逮捕令，公調處人員
撤離現場。

共同調查本部已對總統警衛處處

長和警衛次長以妨礙執行特殊公務的
罪名立案調查，並要求兩人4日到案。
警察廳相關人士指出，疑似首都防衛
司令部麾下部隊阻攔調查人員執行拘
留令。韓媒推測，上述部隊疑為負責
官邸警衛的陸軍首都防衛司令部第55
警衛隊。

分析指，自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
至今，總統警衛處以《刑事訴訟法》
和《總統警衛法》為依據，拒絕調查
機關進入總統室及官邸等地。

逮捕令的最後期限為本月6日。如
果警衛處堅持不讓步，執行逮捕令的
行動沒有勝算。公調處3日撤離時表
示，目前尚難確定是否會再次執行逮
捕令。

若逮捕令執行成功，公調處計劃
將尹錫悅帶至中央政府果川辦公樓的
公調處辦公室進行調查，隨後將其移
送至首爾拘留所羈押，並考慮全程錄
音錄像。根據法律規定，公調處在逮
捕尹錫悅後，只能拘留48小時進行偵
訊，之後必須決定是否申請拘留令，
延長拘留期限最長20天，否則就要放
人。

如果逮捕令在有效期內執行失
敗，公調處將重新申請簽發逮捕令，
甚至直接申請拘留令。

憲法法院14日首次彈劾辯論
韓國憲法法院3日宣布，尹錫悅彈

劾案審前準備程序結束，將於14日和
16日分別進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辯
論。如果當事人不出席首次正式辯
論，憲法法院將宣布結束當天審判，
確定下一次辯論日期。但如果第二次
正式辯論仍不出席，便可在沒有當事
人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判。外界預計
憲法法院很可能趕在文炯培和李美善
兩名法官今年4月18日卸任前，就尹錫
悅彈劾案作出裁決。

此外，韓國檢察機關以涉嫌從事
內亂重要任務及濫用職權為由，對前
陸軍參謀長、 「戒嚴司令」 朴安洙和
前特戰司令官郭鐘根提出拘留起訴。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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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公調處未能逮捕尹錫悅
總統官邸外受阻 與警衛處對峙5.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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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華
爾街日報》報道：美國警方2日表
示，已確定1日在拉斯維加斯特朗普
酒店門前特斯拉（Tesla）Cybertruck
爆炸中死亡的司機身份，為美國陸軍
特種部隊現役士兵利沃斯伯格。警方
稱，司機頭部中彈，可能是在引爆汽
車前開槍自殺。

拉斯維加斯警方稱，通過證件、
信用卡和紋身等多種方式，已經可以
確定死者為37歲的特種部隊 「綠色貝
雷帽」 成員利沃斯伯格。

調查發現，利沃斯伯格駕駛的
Cybertruck內裝有煙花和燃料桶，可
以由司機控制引爆。警方還在車內發
現了兩把槍，包括利沃斯伯格自殺時
使用的手槍。

警方表示，利沃斯伯格2006年參
軍，曾在美國陸軍和國民警衛隊服
役。

2012年12月以來，利沃斯伯格
一直在陸軍特種部隊服役。他曾兩次
被派往阿富汗，還曾在烏克蘭、塔吉

克斯坦、德國等地服役，總共被授予
5枚銅星勳章。案發前他剛從德國返
美休假中。

利沃斯伯格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但他的家人透露，利沃斯伯格非常支
持特朗普，經常在社交媒體發表支持
特朗普的言論。

FBI表示，尚未發現此爆炸事件

與幾小時前發生在新奧爾良的汽車撞
人恐襲存在 「明確關聯」 ，不過調查
目前仍處於 「初期階段」 。新奧爾良
恐嫌賈巴爾曾在視頻中宣稱支持
ISIS，稱他本來計劃殺害家人和朋
友，但擔心新聞頭條不會聚焦在 「信
教者與不信教者之間的戰爭」 上，隨
後改變計劃。

美汽車爆炸案兇徒為特種兵 引爆前先自戕

▲疑犯利沃斯伯
格。 路透社

拜登正式否決日鐵收購美鋼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郵

報》、BBC報道：白宮3日發表聲明稱，
美國總統拜登正式阻止日本製鐵公司
（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美鋼）。

聲明顯示，日鐵收購美鋼將 「使美
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商之一置於外國控制
之下，給美國國家安全和關鍵供應鏈帶
來風險」 。拜登表示，美國 「需要大型
美國企業作為美國主要鋼鐵產能的代
表」 。

《華郵》透露，儘管拜登部分高級
顧問一直試圖說服他不要阻止這筆交
易，稱拒絕這項來自日本頂尖企業的大
筆投資，恐損害美日關係，但拜登仍決
定否決該收購計劃。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此前表示，反
對美鋼被一家外國企業收購。

日鐵曾表示，如果交易受阻，該公
司準備採取法律行動。美鋼也表示將繼
續推動這筆交易，稱這是 「迄今為止確
保美鋼公司及其員工和客戶未來發展的
最佳方式」 。

曾於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日本駐美

大使的佐佐江賢一郎稱，如果這筆收購
案失敗，可能是 「對日本投資者的一個
警告信號」 ，美國長期向盟友兜售的所
謂 「友岸外包」 不過是一紙空談。

2023年12月，日鐵宣布計劃以149
億美元收購美鋼。然而，收購方案遭美
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及民主、共和兩黨強
烈 反 對 。 美 國 外 國 投 資 委 員 會
（CFIUS）已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收購
案審查數月。由於CFIUS對此案意見分
歧，因此於去年12月交由拜登定奪。

▲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美鋼廠房。
法新社

◀調查人員對燒
毀的Cybertruck
殘骸進行取證。

路透社

大公報整理

3日上午，韓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公調處）進
入位於首爾龍山區漢南洞的總統官邸，開始執行對被停職總
統尹錫悅的逮捕令。執行過程中總統警衛處進行阻攔，雙方
對峙約5個半小時後，公調處宣布行動失敗，暫停執行逮捕
令。公調處對尹錫悅不回應法律程序的態度深表遺憾，強烈
要求代總統崔相穆命令總統警衛處配合執行逮捕令。逮捕令

的最後期限為本月6日。

韓大樓火災 130人吸入濃煙受傷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京畿道城南市一商住兩用樓3日下午發生
火災。目前大火已被撲滅，消防部門共
營救240多人，另有70多人自行疏散，
無人死亡。共有約130人因吸入濃煙而受
輕傷，其中約35人被送醫接受治療，據
悉，沒有人受重傷。

這座建築物地下有5層、地上有8
層，包括餐廳、游泳池、健身房、停車
場等設施。電視畫面顯示，該大樓一度
被濃煙包圍。據推測，起火的是大樓一
層一家餐廳的廚房，當地時間16時30分
左右起火後，火勢沿着排氣管道蔓延。

消防部門接到火警報告後，派出80

多輛消防車和260多名消防人員趕赴現
場，直至18時左右，火勢基本被撲滅。
18時25分左右，消防部門解除緊急狀
態。

從消防部門完成初步檢查後公布的
照片來看，大樓內部並沒有太多煙霧進
入，牆壁也未呈現焦黑色。一名消防官
員表示，大樓內各層安裝的鋼質防火門
可能均處於關閉狀態，考慮到火勢規
模，如果防火門處於打開狀態，室內應
該會充滿大量黑煙。

韓媒稱，得知起火後，樓內民眾迅
速且冷靜地疏散也為減少人員傷亡發揮
了重要作用。

▲韓國公調處的調查員和警員3日下午撤離總
統官邸。 美聯社

▲要求逮捕尹錫悅的民
眾3日在總統官邸外與
警方發生衝突。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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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日期

韓憲法法院就尹錫悅彈劾案
召開法官會議，這是趙漢暢
與鄭桂先兩名法官2日上任
後，憲法法院首次舉行8名
法官加入的會議。

1月6日

憲法法院就尹錫悅彈劾案進
行第一次正式辯論。根據相
關法律，當事人需出席正式
辯論。如果當事人不出席首
次正式辯論，憲法法院將宣
布結束當天審判，確定下一
次辯論日期。

1月14日

憲法法院進行第二次正式辯
論。如果當事人第二次正式
辯論仍不出席，便可在沒有
當事人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
判。此類正式辯論共將舉行
5次。

1月16日

外界預計憲法法院很可能趕
在文炯培和李美善兩名法官
今年4月18日卸任前，就尹
錫悅彈劾案作出裁決。

4月18日

註：尹錫悅上月14日遭國會通
過彈劾送交憲法法院，法院需
在180天內作出裁定。考慮到
2004年時任總統盧武鉉彈劾是
63天後宣判，2017年時任總統
朴槿惠是在91天後宣判，也有
預測指尹錫悅彈劾案結果可能
在2到3月間出爐。

尹錫悅彈劾案

▲大火被撲滅後，調查人員和消防員進入大樓
內部。 法新社

▲韓國城南市一幢大樓3日發生火
災，冒出滾滾黑煙。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