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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政府「中期考」執政黨民望落後難扭轉局勢

韓今國會大選
料續「朝小野大」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於周三（4月10日）舉行國會選舉，45個政黨將競逐合共300個國會議席。韓國民調機構發布

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的支持率為36%，落後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8.6個百分點。國民力量黨希

望在今次選舉中扭轉目前「朝小野大」的局面，為總統尹錫悅餘下3年任期施政提供助力；共同民主黨則希望保住國

會多數席位，繼續對政府起制衡作用。這次選舉被視為尹錫悅政府執政兩年的「公投」及「中期考試」，分析認為政

府遲遲未能平息醫生罷工潮，加上尹錫悅近期的失言風波，以及人事任命方面惹來批評，執政黨料難翻盤。

香港
文匯報訊
據韓國中央

選舉管理委員
會發布的初步統

計數據，今屆國會
選舉提前投票率達到

31.28%，創歷年新高，
民調指出約八成選民表示將

積極參加投票。中國社科院韓
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朴光海分析

稱，這次選舉的選民參與積極性整
體較高，以及當前最大在野黨支持率

攀升，都顯示韓國民眾對現任政府內
政、外交政策的不滿正在累積。
朴光海表示，韓國總統尹錫悅在競選總統

時說，要跟在野黨「協同治理」，但上任後他
基本上違背這個競選綱領，在包括外交和內政的

許多方面一意孤行。韓國民眾對國家未來走向充滿擔
憂，導致這次投票積極性較高。

一味討好美國影響中韓貿易
朴光海指出，執政黨一直強調要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

但兩年來民眾沒有看到改善跡象。包括這次醫療改革，民眾要承
擔政府和醫療界對抗所帶來的後果。現任政府採取一種所謂的「價

值觀外交」，讓韓國陷入無謂的地緣政治風險當中。這些因素都導致
民眾對執政黨有很多不滿，這也是反對黨支持率領先執政黨的原因。
朴光海認為尹錫悅政府發起醫療改革，原本旨在給執政黨在國會選舉

「加分」，結果弄巧反拙。政府提出醫改措施的時間節點，正好在國會選舉兩
個月前。尹錫悅提出這項措施，原本是想獲得更多選民支持，但政府對韓國醫改

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估計不足。自2000年以來，韓國政府進行了4次醫療改革，
3次基本上都失敗。整體來看，韓國推動醫療改革是非常困難。尹錫悅政府獨斷專

行，沒有照顧到醫生群體的訴求，且決策也不專業、不透明，導致現在醫政關係嚴重對
立，這事件恐怕會對執政國民力量黨的選情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呂超教授表示，尹錫悅外交政策一面倒，正如共同民
主黨黨魁李在明批評他時所說，「你倒向美國的時候，沒必要得罪中國。」呂超指出，由
於尹錫悅一味討好美國，導致中韓經濟貿易發生變化，韓由順差變成逆差，還有民間往
來交流等都受到很明顯影響，這對韓民眾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政府提出
每年擴招2,000名醫科生的計劃，

引發實習和駐院醫生罷工潮，至今
已持續兩個月，仍未有平息跡象。鑒

於大多數民眾支持擴招，總統尹錫悅政
府因此強硬應對，堅持擴招計劃，更表明

會吊銷罷工醫生的執照，企圖藉此作為在國
會大選前提振執政黨民望的手段。然而罷工潮

愈演愈烈，民眾不滿政府遲遲未能解決事件，
令尹錫悅面對沉重壓力，被迫軟化立場。
韓國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首爾周邊，其他地

區則因缺乏醫生，導致醫療服務短缺。經濟合
作及發展組織（OECD）資料顯示，韓國是所
有發達國家中人均醫生數量最少的國家之一，
而20多年來一直沒有增加醫科生的人數，人口
快速老化等因素更使短缺情況雪上加霜。

民意逆轉難再企硬
尹錫悅看到嚴重的民怨帶來選情契機，足以
扭轉目前由在野共同民主黨掌握的國會多數，
因此提出擴增醫科生名額。然而此舉引起醫學
界激烈反彈，反對者認為此舉不能解決根本問
題。最終引發醫生罷工潮，一度有逾萬名實習
及駐院醫生辭職或罷工。

在罷工潮初期，民調顯示支持擴招計劃的民
眾高達76%，尹錫悅因此表明不會讓步。然而
罷工潮導致大量手術取消，對病人造成極大不
便，支持政府的民意明顯逆轉，尹錫悅亦面臨
更大妥協壓力。隨着國會選舉臨近，尹錫悅首
次表現出靈活處理醫生罷工危機的跡象，上周
第一次與罷工醫生的代表會面，稱日後將尊重
實習和駐院醫生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周一（4月8日）發布的
最新民調結果顯示，總統尹錫悅的施政好評率為37.3%，劣評
率59.5%。
Realmeter受網媒《能源經濟新聞》委託，於4月1至5日
向全國18歲以上的2,511名選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尹
錫悅的施政好評率較上周微升1個百分點，劣評率則
下降1.2個百分點。Realmeter分析認為，朝野展
開拉票活動團結支持者、提前投票等圍繞國會
選舉的變數，對支持率趨穩起到一定作用。
韓國《國民日報》近日報道，韓國前總統

文在寅對尹錫悅政府作出強烈批評，表
示「這是我70年來第一次見到如此差
勁的政府」。
文在寅說，「現在的（韓國）政
府做得太差勁了，真是無知、
無能、無道。」他接着說，
為促使政府提升其警覺
性，並改善其表現，共
同民主黨、祖國革新
黨和新未來等在
野黨需聯手，
爭取在選舉
中取得佳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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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各地最
後拉票。國民力量
黨打出「維穩國政」
和「制衡在野黨」的旗
幟，呼籲支持者團結一
致，並積極爭取中間選民支
持。該黨緊急對策委委員長韓
東勳表示，該黨選情雖逐漸好轉
但依然嚴峻，鼓勵廣大選民行使投
票權。共同民主黨則打出「政權審判
論」口號，在競爭激烈選區積極拉票，
黨魁李在明呼籲選民積極投票，對現政府的
失敗進行審判，認為該黨「佔據過半議席」的
目標有望達成，但同時強調以防中間選民背離。

尹錫悅人事任命打擊選情
今年2月底，共同民主黨公開推舉國會選舉候選人，

結果多數獲推舉的都是親李在明的人，引發「李在明私黨
化」爭議。直到那時，輿論對執政黨選情仍頗樂觀。然而尹
錫悅堅持任命涉嫌濫用職權的前防長李鍾燮為駐澳洲大使，嚴
重拖累執政黨選情，對執政黨造成致命打擊。
去年7月，韓國海軍陸戰隊一名士兵執行防汛任務時殉職，時任防
長的李鍾燮涉嫌對調查此案的軍方人員施壓，公調處因此立案調查李鍾
燮。然而李鍾燮今年3月獲任命為駐澳大使，數日後便匆匆啟程赴澳履
新，引發他規避調查的爭議。李鍾燮不堪輿論壓力，上任僅25天後便請辭，
輿論強烈批評尹錫悅任命受調查對象擔任大使，令人無法理解。
尹錫悅3月中再鬧出失言風波，更為執政黨選情再添陰影。韓國蔬果價格近期
大漲，尹錫悅到首爾一家大型超市視察時，看見促銷的大葱一捆售875韓圜（約5港
元），便說「價格似乎很合理」。然而875韓圜的定價，是因政府補貼而設的臨時折
扣價，一般韓國市場上同樣的大葱售價達4,000韓圜（約23港元），達到近年最貴，民眾
紛紛批評尹錫悅「離地」，在野黨隨即給尹錫悅貼上「不懂民生」標籤，許多在野黨候選
人其後拉票時，都借大葱價格狠批政府。特別選委會近日更宣布禁止選民把大葱帶入票站，此
舉進一步令韓民眾對政府產生厭惡。

「沒政見的揭醜選舉」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俊生表示，在韓國政治空前分裂、政策爭議不斷、醜聞陰
霾籠罩、民眾怨聲載道的背景下，尹錫悅和國民力量黨這次將面臨一場硬仗。他認為國民力量黨恐難翻
盤，共同民主黨料能維持國會多數。
對於今次選舉會否影響尹錫悅政府未來內政外交政策，王俊生認為，若共同民主黨大勝，奪得三
分之二席位，尹錫悅政府剩餘3年任期將進入「跛腳鴨」狀態，執政阻力更大。內政方面，醫療
改革等議程恐很難推進。外交方面，政府或被迫重組內閣，甚至調整外交、保全人事，進而影
響外交政策。
韓輿論指出，這次選舉與過去不同，猶如一場「沒有政見的揭醜選舉」，在野黨高喊
「審判政府」、執政黨則要求「審判在野黨」成為選舉焦點。各種政見或政策都被淹沒
在相互攻伐之中，包括朝鮮政策等重大議題，幾乎都沒有在競選演說中出現。

現屆施政劣評近60%
文在寅批70年最差政府

尹錫悅圖借擴招醫生谷票 惟罷工潮愈演愈烈或跪低

新政黨冒起或成關鍵少數新政黨冒起或成關鍵少數

◆ 前 法 務
部長曹國（中）

創立祖國革新黨成第
三勢力。 法新社

◆在野黨支持者
戴上尹錫悅面
具跳舞，盡
情羞辱。

美聯社

◆尹錫悅（中）上月巡視超市時，失言
指促銷的大葱價格合理，被民眾
轟「離地」。 資料圖片

◆在仁川機場準備離境的民眾提
早投票。 法新社

◆執政黨候選人為拉票奇招盡
出，協助選民洗腳。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韓國
國會選舉，執政國民力量黨和

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兩大主要
政黨全力搶攻選票，中間選民的決

定至關重要，兩大黨以外的其他政黨
也可能成為關鍵。民調顯示，前法務部

長曹國創立的新政黨祖國革新黨，有望成
為主要政黨獲得多數議席的最大阻力 。
祖國革新黨聲勢強勁，目前支持度達到

28%，在各政黨中排第三，目標是至少獲得10個
國會議席，雖然席位少，但可能成為關鍵少數。

選民厭倦兩大黨
德成女子大學政治學教授曹鎮萬分析指出，若執政黨

在今次選舉中失利，總統在剩餘任期內很難成功治理國
家事務，目前似乎有許多選民尚未作出決定，投票率和
選民如何評價現任政府至關重要。對厭倦兩大政黨的選
民而言，轉而支持第三選擇是很合理，如果祖國革新黨
在這次選舉中獲得大量選票，則表明很多選民對兩大政
黨心懷不滿和不信任。
曹國近期表示，若共同民主黨及祖國革新黨能獲得大

量支持，「我們就可以分裂總統尹錫悅政府」。政治顧

問裴康勳稱，韓國輿論認為應透過這次選舉嚴厲地檢視
尹錫悅，近數周來對執政的不滿情緒上升，這次選舉可
視為對尹錫悅的公投，如果反對派贏得逾200席，將獲
得彈劾總統的權力， 「若發生這種情況，尹錫悅將變
成一隻死鴨子，而不僅是跛腳鴨。」
民調顯示，選民重視的議題是解決通脹侵蝕工資、控
制樓價上漲，以及為不斷放緩的經濟注入活力。小販孫
洙熙表示，她對國民力量黨或共同民主黨都愈來愈不滿
意，「不管左派或右派，對我都沒好處，政客不為我們
這樣的小老百姓出力。」她表示自己可能會選擇其他政
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