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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韓聯社5日報道，鑒
於當天首爾地區降下大雪、代總統崔相
穆未回覆有關要求總統警衛處配合逮捕
尹錫悅的電子公文等，公調處決定當天
不再嘗試逮捕尹錫悅。這意味着上月
底簽發的逮捕令可執行時間只剩6日一
天。公調處可能6日嘗試逮捕尹錫悅，
同時也在考慮重新請求法院簽發逮捕
令。

公調處和警方人員3日曾前往位於
首爾龍山區漢南洞的總統官邸，嘗試執

行逮捕令，但遭到由200多名軍人和警衛
處人員組成的人牆阻擋，雙方發生肢體衝

突。經過數小時對峙，公調處不得不放棄行
動。總統警衛處長朴鍾俊5日聲稱，在逮捕令執行
存在司法程序爭議的情況下，總統警衛處若配合
執行逮捕令，無異於放棄總統警衛職責，構成失
職。有分析指出，在總統警衛處拒絕配合的情況
下，再次嘗試逮捕很可能同樣以失敗告終，令公
調處面臨更多輿論壓力。

示威民眾披錫箔紙保溫毯
尹錫悅因緊急戒嚴風波被彈劾並停職以來，

韓國民意呈現兩極化趨勢，其支持者和反對者連
日舉行示威，並在總統官邸附近對峙。5日，韓國
首都圈降下大雪，首爾積雪量達3至8厘米，當局
將大雪災害危機預警級別從 「關注」 上調至 「注
意」 ，但兩派示威者仍不罷休。5日早上，披着錫
箔紙保溫毯的反尹市民團體再次舉行要求逮捕尹
錫悅的集會，一名發言人登上講台大喊 「逮捕尹
錫悅」 和 「戰鬥到底」 等口號。據主辦方估算，
參與者多達5000人。不遠處，支持尹錫悅的團體
亦舉行集會，參與者舉着擴音器高喊 「反對彈
劾」 。

4日，總統官邸附近一度因大規模集會出現交
通堵塞。根據警方非正式估算，當天約2.7萬人參
加集會。撐尹與反尹示威者在集會現場互相辱
罵、大聲爭吵，部分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至
少2人被捕。大部分示威者乘坐地鐵或巴士前往漢
南洞，導致該地區交通混亂。隨着人數激增，警

方設置的路障倒塌，漢南大路幾乎完全被堵死。
中國駐韓大使館4日發布提醒說，根據《韓國

出入境管理法》，除法律規定的情況外，在韓外
國人（無論持何種簽證）不得參加政治活動，違
者重則可能被強制驅逐出境。中國駐韓大使館特
此提醒在韓中國公民和來韓中國遊客，增強法律
和自我保護意識，同當地政治集會和人員密集場
所保持距離，勿公開發表政治言論，留意集會引
起的交通管制，確保人身和出行安全。

尹錫悅擬出庭自辯
韓國首爾西部地方法院上月底應公調處申

請，以涉嫌發動內亂和濫用職權為由對尹錫悅發
布逮捕令。尹錫悅方面就執行逮捕令向法院提出
異議申請，聲稱公調處無權調查內亂罪，法院簽
發的逮捕令違反《刑事訴訟法》和憲法，無法執
行。5日，法院駁回異議申請，具體駁回理由尚未
公開。尹錫悅方面稱，考慮向大法院（最高法
院）提起抗訴。

尹錫悅的辯護律師尹甲根5日稱，檢察官出身

的尹錫悅將出席憲法法院對其彈劾案的庭審並進
行自辯。憲法法院已指定5次庭審日期，包括本月
14日、16日、21日、23日和下月4日。若尹錫悅
真的出庭，他將成為首名親身出席彈劾案庭審的
韓國總統。此前，前總統盧武鉉和朴槿惠經歷彈
劾案審理時均未出庭。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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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奧地利總理內
哈默4日宣布，因新政府組閣談判失敗，他將於近
日辭去總理職位。奧地利總統范德貝倫5日表示，
他將於6日與極右翼政黨自由黨黨首基克爾會面。
自由黨在去年的國民議會選舉中成為議會第一大
黨，但當時其他政黨拒絕與其合作。如今，該黨
有望獲得組閣權。

內哈默4日表示，由於在關鍵問題上存在嚴重

分歧，他領導的人民黨已經終止與社民黨聯合組
建新政府的談判。他將於近日辭去總理職位及人
民黨黨首職務，以實現平穩過渡。范德貝倫去年
10月授權內哈默組建新一屆政府，隨後中右翼人
民黨、中左翼社民黨及自由主義的新奧地利黨展
開組閣談判。本月3日，新奧地利黨退出談判，並
指責另外兩黨未能採取 「大膽果斷的行動」 。4
日，人民黨和社民黨的談判也因在養老金和徵稅
等議題上無法達成一致而告吹。

奧地利去年9月29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自由
黨、人民黨、社民黨和新奧地利黨得票率分別為
28.8%、26.3%、21.1%和9.1%。當時由於主要
政黨均拒絕與自由黨合作，內哈默獲得組閣權。
范德貝倫5日表示，人民黨內部反對與自由黨合作
的聲音變小。人民黨5日推選秘書長斯托克為臨時
黨首。斯托克說，預計基克爾將獲得組閣權，
「如果我們被邀請參加組閣談判，我們會接

受」 。

奧地利極右翼政黨或着手組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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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總理內哈默（中）4日因組閣失敗宣布將
辭職。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法國國際廣播電
台報道：日媒4日披露，就美國總統拜登阻止日本
製鐵公司（日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美鋼）一
事，日本政府計劃支持日鐵起訴美國政府，儘管
這可能導致 「美日關係發生動搖」 。

白宮3日發表聲明說，拜登正式阻止日鐵收購
美鋼。拜登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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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社4日援引日
本政府相關人士指出： 「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
下，美國政府不應該做出政治判斷。日本政府和
經濟界對此看法一致。」 日媒此前表示，若收購
失敗，日鐵可能要向美鋼支付5.65億美元（約44
億港元）違約金，日鐵已準備就收購受阻控告美
國政府。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容治3日深夜表示，美
方此舉令人遺憾。日鐵4日在官網發布與美鋼的聯
合聲明說，他們對拜登阻止日鐵收購美鋼感到失

望，將採取一切措施保護自身合法權利。日本自
民黨選舉對策委員長木原誠二5日強調，日本政府
應該把 「該說的話說出來」 。

日本無限合同會社首席經濟學家田代秀敏表
示，此次收購案本質上是日鐵基於利益最大化的
「經濟行為」 ，而美方的阻撓完全出於 「政治考
量」 。 「從歷史角度來看，這是美國再一次採取
貿易保護措施打壓日本。」

日本政府擬支持日鐵起訴華府

▲日鐵收購美鋼一事對美日關係造成衝擊。圖為
位於美國密歇根州的美鋼工廠。 資料圖片

針對韓國
總統尹錫悅的逮捕令6

日到期，但由於總統警衛處拒
絕配合，韓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
查處（簡稱公調處）難以實施逮捕，
正考慮重新向法院提出申請以延長期
限。與此同時，韓國朝野對抗升級，民
意嚴重撕裂，支持尹錫悅和反對尹錫悅
的示威者5日冒着大雪在總統官邸附近
對峙。中國駐韓大使館提醒在韓中國
公民和遊客同當地政治集會保持距

離，確保人身和出行安全。

布
林
肯
最
後
一
次
外
訪

首
站
為
韓
國

【大公報訊】綜合《中央日報》、BBC報
道：韓國總統尹錫悅遭彈劾並面臨逮捕，令人想
到有類似經歷的前總統朴槿惠。朴槿惠2016年陷
入 「閨密干政」 醜聞，2017年被彈劾下台，隨即
被逮捕。由於韓國憲法法院尚未正式通過尹錫悅
彈劾案，逮捕尹錫悅面臨更多阻礙。諷刺的是，
尹錫悅正是當年主持調查朴槿惠 「閨密干政」 案
的檢察官。

2016年10月，韓媒曝光朴槿惠閨密崔順實干
預國政。同年12月，韓國國會通過針對朴槿惠的
彈劾動議案，朴槿惠被停職。2017年1月，憲法法
院啟動彈劾案審理程序，共舉行4次聽證會，朴槿
惠始終沒有出席。2017年3月10日，憲法法院通
過彈劾案，朴槿惠被罷免，失去司法豁免權；3月
31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簽發逮捕令。朴槿惠當

時待在檢察院，逮捕令簽發後立
即被捕。

朴槿惠因干涉國會選
舉、收受賄賂、濫用職權
等多項罪名累計獲刑22
年，自2019年4月17
日開始服刑。2021
年12月31日，因病
住院的朴槿惠獲文
在寅政府特赦。
她似乎並未忘記
與 尹 錫 悅 的 舊
怨，曾指責尹錫
悅領導的首爾中
央 地 方 檢 察 廳
2017年10月針對她
發布的逮捕令 「不
合理 」 。2022年 4
月，剛當選韓國總統的
尹錫悅前往大邱拜訪朴
槿惠，就主持調查 「閨密
干政」 案致歉。韓媒稱，
尹錫悅希望贏得
朴槿惠支持者的
好感。

朴槿惠失豁免權後被捕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
透社報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日開
啟任內最後一次外訪，首站是深陷
緊急戒嚴風波的韓國。韓國總統尹
錫悅唯華府馬首是瞻，其支持者近
日揮舞美國國旗，呼籲美國出手
「拯救」 自己的盟友。但美國國務
院關於布林肯訪韓的聲明中並未直
接提及韓國政局。

布林肯5日抵達韓國，6日將與
韓國外交部長趙兌烈舉行會談。韓
國外交部稱，雙方預計將討論美韓
同盟、美日韓合作、朝鮮議題、區
域和全球挑戰等。離開韓國後，布
林肯還將訪問日本和法國。布林肯
與趙兌烈會談的日子正是針對尹錫
悅逮捕令有效期的最後一天。法媒
稱，布林肯將小心翼翼地鼓勵韓國
延續尹錫悅的外交政策，而非政治
手段。前美國情報官員、戰略與國
際研究中心韓國問題專家塞勒則認
為，布林肯可以相對輕鬆地避開韓
國國內政治紛爭，將注意力集中在
朝鮮等問題上。

尹錫悅上台後極力討好美國，
曾在白宮晚宴高唱《美國派》，還
按照拜登政府意願與日本 「和
解」 。法新社稱，布林肯此行是為
了鞏固拜登政府 「團結民主盟友」
的政績。可能令布林肯感到尷尬的
是，尹錫悅支持者顯然受到了美國
候任總統特朗普的啟發，近日示威
時高舉 「停止盜竊（選舉）」 的標
語，甚至直接請求特朗普介入。尹
錫悅宣布實施緊急戒嚴時將政敵描
述為 「國家敵人」 ，也與特朗普的
言論類似。

▲尹錫悅（右）2022年4月與朴槿惠會面。
資料圖片

▼尹錫悅支持者5日揮舞美國國旗，
希望美國 「伸出援手」 。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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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將尹錫悅雕像關進籠子，
象徵其將入獄。路透社

▲韓國警察5日在總統官邸附近警戒。 法新社

尹錫悅逮捕令今到期 公調處陷兩難
韓國民意撕裂 兩派示威者冒雪對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