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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對朝鮮
李在明：有意與朝鮮領袖金正恩
會面，並提出有條件地放寬對朝
制裁，從而推動半島無核化，做
法與文在寅相似。

尹錫悅：提出要採取強硬態度，
需進一步借助美國的力量威懾平
壤。

對中國
李在明：韓國應與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稱與中國的
合作關係是應對朝鮮等不同區內

議題的關鍵。

尹錫悅：需調整對華關係，形容
中韓的安全顧慮有明顯分別，尤
其在涉及朝鮮事務方面。他支持
在韓國部署更多美國的薩德防空
導彈系統，有別於持反對立場的
李在明。

經濟
抗疫援助
李在明：提出向全民派錢。

尹錫悅：認為應只限於最受疫情
重創的界別派援助金。

遏抑樓價
李在明：提出增加房屋供應遏抑
樓價，但認為需收緊規管打擊炒
賣活動。

尹錫悅：認為現有房屋政策無視
市場原則，需放寬監管。

修憲
李在明：提出修憲，從現時總統
的單屆5年制改為可連任的每屆4
年制。

尹錫悅：對修憲採謹慎態度，稱
需符合人民意願和相關程序。

李在明昨早在汝矣島中央黨部召開記者會，強調會
團結國民，晚上7時前往光化門廣場附近的清溪

廣場，該處是5年前把前總統朴槿惠拉下台的燭光集會舉
行地。在晚上10時，他在年輕人聚集的麻浦區弘益大學廣
場拉票，為競選活動畫上句號。尹錫悅昨晚在首爾市政廳廣
場舉行造勢活動，獲已退選的安哲秀等多名前競爭對手到場支
持，尹錫悅亦在年輕人經常聚集的建國大學入口站、江南站等地
方拉票，直至法定競選時段結束。

在野勢力整合恐作用有限
今屆大選的提前投票率已達到破紀錄的36.93%，國民力量黨黨魁李

俊錫表示，按照目前形勢推算，尹錫悅已領先李在明5至8個百分點，
如果將游離票計算在內，差距有望擴大至10個百分點，取得壓倒性勝
利。自由派時事評論員、前國會議員柳時敏則認為，選情非常激烈，估計
李在明能以一個百分點的輕微差距險勝尹錫悅。
同屬在野陣營的候選人安哲秀原本在民調排第3，約有6%支持率，他後來

退選後並改為支持尹錫悅。分析指出，尹錫悅雖然可得益於在野勢力整合效
應，但估計作用有限，原因在於部分20多歲選民是因為不喜歡尹錫悅而支持安
哲秀，倘若他們看見安哲秀退選，有可能改投李在明。

尹錫悅大打捍衛男權吸票
女權運動近年在韓國興起，令很多20多歲男性感到自己成為「女權主義下的受害

者」，例如職場機遇不及女性，他們認為責任在現任總統文在寅政府，因此支持大打捍
衛男性權利旗號的尹錫悅。民調顯示，20至40歲女性選民對於尹錫悅和李在明的支持度
相近。由於20至30多歲年輕選民是最大可能在投票一刻改變投票意向的年齡群組，因此
這些女性選民被視為關鍵游離票，屬於左右今次大選結果的重要因素。 ◆綜合報道

韓國今日舉行總統

大選，焦點落在執政共

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與

在野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

悅的對決，兩人昨日穿梭全國

多地作最後衝刺拉票，並積極搶

攻佔整體選民約三分之一的年輕

人選票。性別平等是今次選戰其中

一個重要議題，李在明亦乘勢拉攏女

性選民，與爭取男性支持的尹錫悅明顯

有別，但民調顯示，20至40歲女性選民

對兩人的支持度相若。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
黨黨魁宋永吉昨日在
Facebook 發文稱，他前
日在大選拉票途中被人
用鎚子砸傷頭部，所幸
未傷及致命部位且沒有
腦出血，昨日出院繼續
協助該黨總統候選人李
在明的拉票活動。
宋永吉表示，將擺脫暴力與仇恨，以團結與合作精神

改變世界，共同民主黨將傾聽社會各界聲音，從制度上
改變相互誹謗的政治格局。他指出李在明若當選總統，
將凝聚國民力量轉危為機，呼籲民眾在重大轉型期積極
支持李在明。
宋永吉前日中午在首爾新村現代百貨店前廣場為大選
進行宣傳活動時遭到襲擊，施襲者是一名70多歲的
YouTuber，他用鎚子數次擊打宋永吉頭部。警方隨即
以違反《公職選舉法》（妨礙選舉運動）和特殊傷害等
罪名拘捕他。
韓國警方前日稱，會在總統大選投票日提升保安水平至
最高級別，派出逾6.8萬名警員在全國各地的投票站和點
票中心執行保安工作，每小時將巡邏一次，並會在投票站
設立警方熱線，以便更快應對突發事故。 ◆綜合報道

遇襲執政黨黨魁出院續拉票
警設最高級別保安

今屆韓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成為朝野關注的一
大重點，鑒於本月4日至5日的提早投票已創下
36.93%投票率的紀錄，最終投票率或有望挑戰1997
年的第15屆大選，再次突破80%。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統計系統顯示，在進行
直選領導人的修憲之後第一場大選，也就是1987年
第13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為89.2%，逼近90%。此
後投票率為 1992 年第 14 屆 81.9%、1997 年的
80.7%、2002年的70.8%、2007年的63%，呈現逐
屆下滑趨勢。
到了選情膠着的2012年第18屆大選，投票率大幅上

升至75.8%，5年前彈劾前總統朴槿惠後提前舉行的第
19屆大選更達到77.2%。考慮到上屆選舉的提早投票率
為26.06%，較本屆低10個百分點以上，今天的最終投
票率有望超過80%，顯示出朝野陣營全力動員。
執政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的競選團隊對

提早投票率創下新高表示歡迎，認為是利好訊號。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的團隊也
為投票熱情感到鼓舞，認為盼望政黨輪替的民意已
經過半，投票率愈高，尹錫悅當選可能性就愈高，
團隊又認為由於共同民主黨有着龐大的選民基礎，
國民力量黨要毫不鬆懈地鼓勵支持者參加投票直到
最後一刻。 ◆綜合報道

投票率有望突破80%
創25年新高

韓國疾病管理廳前日發布資料稱，允許新
冠確診者和隔離人士於今日下午5時50分以
後，外出參加總統選舉投票，較此前發布的
建議外出投票時間推遲20分鐘。疾病管理廳
表示，是根據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進行
變更，確保普通選民和確診患者分開，並縮
短隔離者的等候時間。
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敬在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的記者會上，指出新冠確診者和隔離人員
外出時的注意事項，表示有關人士須佩戴
KF94口罩步行、乘私家車或防疫的士出行。
除投票工作人員外，應全程避免與他人接觸
和交談，投票後須立即返回隔離場所，嚴禁
前往他處。
對於參加投票的確診和隔離人員規模，鄭

銀敬表示，近期日增確診20多萬宗，除去其
中每天解除隔離的人，正接受居家治療的隔
離人士約為120萬人，但考慮到其中已有人參
加提早投票和近兩日內還有新增確診等變
數，因此很難作出準確預測。
截至前日，韓國居家治療的輕症患者為

115.6萬人，住院的輕中重症患者約2萬人，
確診和隔離人員總數約為117.6萬人，除去其
中佔比約25%的18歲以下人士，實際投票人
士推測為88.2萬多人。
此外，各轄區衞生站會於今日中午12時和

下午4時向相關人士發送短訊，通知外出注意
事項。相關人士在投票前應向投票站工作人
員出示短訊，未收到短訊者可用醫療機構發
送的確診短訊替代。 ◆綜合報道

確診及隔離選民須戴KF94口罩
預設投票時間推遲

不滿貧富差距擴大
「搖擺一族」追求平等兩 大 候 選 人 政 綱 及 政 策 立 場

韓國年齡在20多歲至30多歲的年輕選民佔
合資格選民約三分之一，曾一直被視為進步
派的穩定票源。不過隨着近年韓國樓價飆
升、就業機會減少、貧富差距擴大，不少年
輕人不滿經濟情況惡化，在今次大選中也趨
向搖擺。相較長輩，他們普遍更關注民生議
題，希望新任領導人能夠提供平等的就業就
學機會，保證穩定的經濟前景。
韓國近年經濟增速放緩，階級化對教育領

域衝擊明顯。不少年輕人直言相較過去「教

育改變命運」，如今學生若要升讀名牌學
府，很大程度取決於家庭能否負擔昂貴的補
習費用。首爾東國大學的23歲學生吳秉朱便
形容，「當你在馬拉松比賽掙扎，卻看到其
他人開着跑車與你競爭，你會有何感想？」

樓價飆升無法實現置業夢
在發達國家中，韓國貧困率及收入不平等

指數均居於前列。政府統計顯示截至今年1
月，韓國年齡介乎15歲至29歲的群體中，近
五分之一實際處於失業狀態，遠超出當地平
均水平的13.1%。加上韓國近75%家庭財富都
集中在房地產上，攀升的樓價令多數年輕人
都無力負擔，難以實現置業夢想。
韓國近年將最低投票年齡由19歲降至18

歲，不少政客也順勢嘗試吸引年輕選民，但
近期調查發現，約20%至30%的年輕選民仍
可能在大選投票前「轉軚」。首爾明知大學選
舉事務專家金亨俊指出，「對於韓國年輕世
代而言，沒有什麼比公平和平等，以及哪名
候選人能提供這一切更重要。」◆綜合報道

◆執政共同民主黨候
選人李在明拉攏女性
選民。 美聯社◆在野國民力量黨候選

人尹錫悅提出對朝鮮採
取強硬態度。 法新社

◆20歲至40歲
的女性選民對
兩大候選人支
持度相若。

資料圖片

◆宋永吉（右）出院後
出席拉票活動，獲李在
明擁抱慰問。 網上圖片

◆韓國年輕人不滿經濟
情況惡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