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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林世貞： 「經濟是我最關心的問題。我每天都能感受到
生活成本的上漲。我丈夫的工資沒變，但房租、食品雜貨和孩子
的教育費用卻持續飆升。」

荷蘭執政聯盟瓦解 首相宣布內閣辭職
【大公報訊】據《衛報》報道：荷蘭眾議院

第一大政黨、極右翼自由黨3日宣布，由於在難民
庇護政策上與執政聯盟內其他政黨存在難以解決
的分歧，自由黨決定退出執政聯盟。這意味着成
立不足一年的執政聯盟宣告瓦解。荷蘭首相斯霍
夫當日宣布遞交內閣辭呈。荷蘭預計將於今年晚
些時候提前大選。

荷蘭自由黨領導人維爾德斯3日上午在海牙與
執政聯盟內其他3個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新
社會契約黨和農民黨領導人舉行短暫會晤。會
後，維爾德斯在社交媒體發文稱： 「沒有人在我
們的庇護計劃上簽字，沒有對（執政）聯盟協議
作出調整，自由黨將退出（執政）聯盟。」 自由
黨上周提出一項 「十點計劃」 ，核心內容包括全
面停止接受難民庇護申請、動用軍隊加強邊境管
控等。

其他3個政黨的領導人分別發表聲明，對維爾
德斯的決定表示震驚和不滿，並批評其不負責
任。斯霍夫3日宣布向國王威廉─亞歷山大遞交內
閣辭呈，政府內閣將解散。他表示，內閣將繼續

作為看守政府，努力解決與安全有關的問題。荷
蘭原定2027年舉行大選，若要組織提前大選預計
需要近三個月時間。

2023年，荷蘭政府也是因為移民問題而瓦
解。在那年的大選中，自由黨贏得眾議院150席中
的37席，一躍成為第一大政黨。不過，該黨近期
的民調支持率已降至約20%。

烏特工水下埋1.1噸炸藥 襲克里米亞大橋
【大公報訊】綜合BBC、新華社報道：烏克

蘭國家安全局3日承認對克里米亞大橋實施 「水下
襲擊」 ，這是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烏方第三次襲擊
這座大橋。烏方稱，烏特工在橋下埋設1.1噸炸
藥，對大橋水下支撐結構底部造成嚴重破壞。克
里米亞大橋3日兩度暫停通車。俄方說，在克里米
亞逮捕一名涉嫌製造炸彈、實施恐襲的烏克蘭特
工。

烏國家安全局稱，烏方籌備數月，在克里米
亞大橋支撐結構底部埋設1.1噸炸藥。當地時間3
日凌晨4時44分，爆炸裝置被引爆。烏方公布的畫
面顯示，水面因爆炸而劇烈翻湧，大橋一側似乎
受損。烏方稱，連接克里米亞半島與俄本土的克
里米亞大橋作為俄軍重要補給線，是烏方襲擊的
「合法目標」 。

據俄媒報道，3日早上，克里米亞大橋暫停通
車3個多小時後恢復。但當日下午，大橋再次關
閉。俄政府暫未公布停止通車的原因。俄聯邦安
全局說，在克里米亞逮捕一名烏克蘭特工，此人
製作了一個威力巨大的爆炸裝置。

2022年，克里米亞大橋公路橋發生貨車爆炸
事件，烏方次年承認施襲。2023年，克里米亞大
橋遭到烏克蘭無人艇襲擊，鐵路運輸一度中斷。
克里米亞大橋第三次遇襲前兩天，烏方發動 「蛛
網」 行動，使用117架無人機襲擊俄境內多個軍用
機場，並宣稱擊中41架俄戰機，包括戰略轟炸
機。



韓媒：李在明當選韓總統 今宣誓就職
大選投票率79.4% 創近28年來新高

韓國第21屆總統
選舉3日投票結束，

最終投票率為79.4%，創1997年以來新高。韓國
KBS電視台、MBC電視台、SBS電視台、韓聯社等
多家媒體3日深夜均表示，李在明當選韓國總統
「已成定局」 。韓國JTBC電視台預測，李在明當
選韓國總統。此次選舉因前總統尹錫悅被彈劾罷免
而提前兩年舉行，新總統將於4日選舉結果獲官方
認證後立即宣誓就職。韓媒指出，新總統面臨多重
考驗，包括與美國特朗普政府進行關稅談判、提振
經濟、彌合社會分歧等。

大公報記者 桂茹雲

韓國大選

當地時間3日早上6時至晚上8時，韓國舉行第21屆總
統選舉。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表示，此次選舉最終投
票率為79.4%，創1997年以來最高紀錄。

截至當地時間4日凌晨，韓國選舉當局已點算逾88%選
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得票率為48%，國民力量黨
候選人金文洙得票率為43%。投票結束後，KBS、MBC和
SBS三大電視台發布的出口民調顯示，李在明得票率為
51.7%，金文洙得票率為39.3%，改革新黨候選人李俊錫
為7.7%。本港時間3日晚11時許，這三大主流電視台均已
報道李在明當選無懸念。

李在明承諾團結國家 重振經濟
李在明與妻子金惠京於4日凌晨抵達首爾汝矣島，並在

國會大廈發表當選講話。他向台下的選民和支持者們致
謝，表示將不負選民期望，團結國家，克服內亂局面，杜
絕軍事政變，並重振國內經濟。李在明說，應該推動和朝
鮮達成對話，致力達成朝鮮半島和平穩定。金文洙也承認
敗選，稱虛心接受國民選擇。

這是韓國自1987年憲政改革以來第二次在總統缺
位情況下選舉總統，因此不會有交接期。計票工作將
於4日早上6時左右結束，選舉當局預計將於7時至9時
之間認證投票結果，隨後新總統將參加國會舉行的小
型就職儀式。

李在明敲定新總理人選
據韓聯社報道，李在明決定提名同黨最高委員金民

錫為新一屆政府的國務總理。金民錫已四次當選國會議
員，被認為是共同民主黨的 「戰略一把手」 ，也是親李在
明派的核心人物。他去年8月當選最高委員，本屆大選中擔
任競選團隊共同主席。

尹錫悅去年底突然宣布緊急戒嚴引發政局動盪，令韓
國民眾深感不安。選民Yuna（化名）告訴大公報記者，她
在提前投票階段已將票投給李在明。她表示，希望李在明
能促進中韓之間的溝通，讓兩國走得更近。

尹錫悅任期內過度親美，導致韓國與中國關係緊張，
與朝鮮的關係也日益惡化。李在明2日表示，當選後會推行
實用的外交政策，與中、美、俄等都需要建立友好關係。
他此前還承諾將推進恢復朝韓軍事熱線等溝通渠道，推進
互惠的南北對話和交流合作。

共同民主黨議員和李在明支持者3日晚已開始慶祝。該
黨一名高級官員說，李在明獲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 「民眾
渴望從尹錫悅執政3年造成的民生崩潰和經濟災難中恢復過
來」 。七旬老人黃英拔投完票後指出，當務之急是解決經
濟問題，特別是眼下美國加徵關稅對韓國出口形成嚴重威
脅。

尹錫悅及其夫人金建希3日上午在首爾瑞草區投票。被
記者追問 「對於因彈劾引發提前大選是否有意向國民道
歉」 等問題時，尹錫悅面帶微笑，但拒絕作答。金建希被
追問關於收受名牌包醜聞的問題時也保持沉默。尹錫悅日
前公開發聲支持金文洙，但被批評是在幫倒忙。

尹錫悅任期內將總統辦公室從青瓦台遷至龍山，各黨
派總統候選人均表態要離開這個 「內亂策源地」 。不過，
由於沒有交接期，新總統或暫時繼續在龍山辦公。李在明
提出在世宗建造新的總統辦公室和國會議事堂。韓媒表
示，這是針對忠清道地區黨員的拉票策略，真正實施起來
還要解決成本和法律方面的諸多問題。

社會

撕裂

經濟

萎靡

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去年底
引發戒嚴風波以來，韓國政局
持續動盪，保守和進步陣營對

立，社會進一步撕裂。韓媒指
出，新總統肩負恢復民主秩序、緩和
各黨派關係、彌合社會分歧的重任。

全球41家金融機構對韓國
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
長預期均值跌破1%，主要原因

包括政局動盪影響經濟、美國加
徵關稅打擊出口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將鋼鋁
進口關稅從25%上調至50%，
「對等關稅」 寬限期也將於7月

結束，韓國新總統必須就關稅問
題與美國談判。特朗普還多次在安

全問題上向韓國施壓，要求韓方支付
更多駐軍費用。

近期朝韓關係也愈發緊張，外界
關注韓國新總統會否嘗試恢復與朝鮮
溝通。

外交

考驗

58歲的均大鉉： 「政治
兩極分化的程度令我擔

憂。每位候選人都忙於談論
彼此的缺點，而不是自己的承

諾以及上任後會做什麼。」

21歲的池城： 「我不信任任何候選
人，但總要有人當選（總統），所以我
最終選了一個看起來最不糟糕的……我
只希望（新總統）不會再突然搞出突發
新聞或醜聞。」 大公報整理

各黨派互相攻訐 選民憂政治極化
【大公報訊】據韓國《每日經濟新

聞》報道：自去年底發生緊急戒嚴風波以
來，韓國政局持續動盪。今年4月前總統尹
錫悅被罷免後，各黨派立即開始爭奪總統
之位，並使用人身攻擊、互揭
醜聞等手段，局勢亂上加亂，
對於政策的辯論有時被淹沒在
瑣碎爭執中。一名韓國選民
說： 「政治兩極分化的程度令
我擔憂。」

支持率一直領先的李在明
早前宣稱一杯咖啡成本很低，

屬於 「暴利」 生意，立即受到競爭對手猛
烈抨擊。國民力量黨稱，此番言論暴露李
在明對市場經濟的無知，並且對小商戶造
成傷害。李在明的兒子被揭在網上騷擾女

藝人，發表帶有露骨性暗示的言論。李在
明連忙出面道歉。上月底，改革新黨候選
人李俊錫在電視辯論中重提李在明之子
「厭女」 ，但自己也發表了涉及女性私處
的不當言論，引發軒然大波。

李在明最大對手金文洙在競選初期迴
避直接批評尹錫悅的戒嚴令，以及尹錫悅
妻子金建希收受名牌包醜聞，受到李在明
陣營攻擊。李在明2日拉票時說，此次選舉
是 「對內亂勢力的最後清算」 。

21歲選民池城說，他在緊急戒嚴風波
前不太關心政治，如今也不信任任何一位
候選人， 「但總要有人當選（總統），所
以我最終選了一個看起來最不糟糕的……
我只希望（新總統）不會再突然搞出突發
新聞或醜聞。」

▲李在明（中）
3日向支持者揮
手示意。路透社

◀韓國選舉官員
3 日 在 首 爾 計
票。 美聯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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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力
量黨議員對
選舉結果感
到失望。

路透社

▶李在明支持
者在出口民調
公布後已開始
慶祝。

法新社

▶首爾街頭貼着各黨派總
統候選人的宣傳海報。

法新社

▲荷蘭自由黨領導人維爾德斯3日宣布該黨退出執
政聯盟，導致執政聯盟瓦解。 法新社

▲烏克蘭當局3日公布對克里米亞大橋發動爆炸襲
擊的畫面。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