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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各項民調均顯示李在明顯著領先，根據蓋洛普公布的選前最後
民調，49%受訪者認為李在明是最佳候選人。金文洙緊隨在後，

支持率為35%，改革新黨的李俊錫以約10%支持率排第三。韓聯社報
道，無黨派候選人黃教安周日宣布退選，表示全力支持金文洙。

批尹錫悅推動韓站隊美國
中國是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則在韓國長年駐軍，是韓國唯一軍

事盟友。競選期間，李在明批評尹錫悅的對華政策，批評對方在中美戰
略競爭中公開推動韓國站隊美國，「在尹錫悅治下，韓中關係降至歷史
最低水平，如果我能勝選，我會穩定管理兩國關係。」
報道指出，李在明與金文洙的外交政策綱領、尤其在深化美韓同盟方

面有大量相似之處。兩人都主張投入韓國國防，強化韓國與美國的聯合
威懾，支持與美國和日本的三邊合作。但雙方在細節上稍有不同，在金
文洙強調外交安保以美韓同盟為基礎時，李在明主張韓國也要在國家利
益和實用主義基礎上，發展與中國、俄羅斯、美國和日本的關係。
外交政策分歧是雙方競選期間的主要攻擊點。分析指出，金文洙試圖

利用韓國長者和男性選民間普遍的排外情緒攻擊李在明。李在明則批評
金文洙和國民力量黨部分具針對性的言論，是保守派針對自由派的政治
攻擊，警告金文洙的外交政策會不必要地激怒中國、朝鮮和俄羅斯，無
助緩解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主張韓外交自身利益為重
在應對朝鮮半島核問題上，雙方分歧明顯。金文洙強烈主張韓國擁
核，甚至承諾必要時會加強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學習積累核武設計技
術，亦不排除要求美國將戰術核武器部署到韓國。李在明則直指金文洙
的提議不可行，分析美國數十年來奉行核不擴散政策，「如果我們引入
美國部署戰術核武器，我們就無法要求朝鮮半島無核化。」
韓聯社評論稱，李在明外交政策主張靈活應對國際秩序變化。去年李

在明已強調，韓國不能淪為中美大國博弈的棋子，現時不論是他主張改
善對華關係，還是呼籲分階段降低朝鮮半島核威脅，都體現他在實用主
義下，主張韓國外交以自身利益為重，希望爭取對尹錫悅外交路線不滿
的中間選民，以及中韓經濟合作的利益相關群體。
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國際研究教授埃斯利認為，李在明的外交政策主張
是「說了很多正確的話」，但兌現承諾才是重點，「我們要觀察候選人
的言論究竟是真正的施政預告，還是只為爭取選票的陳詞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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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周二（6月3日）將舉行總統大選，在

野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支持度顯著領先，預計將是他與

執政國民力量黨候選人金文洙之間的對決。美國《紐約時

報》指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在外交政策上親美，打破韓國

努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外交平衡，大熱候選人李在明選前

公開表示會建設實用主義外交，穩定管理中韓關係，若他最

終勝出，韓國的外交政策尤其與中國的關係料會明顯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
韓國年輕女性是罷免前總統尹錫悅的生力
軍，去年12月尹錫悅短暫宣布戒嚴時，她們
率先帶着流行歌曲和熒光棒上街抗議，然而
隨着總統大選臨近，她們發現要求公平待遇
和安全環境的訴求再次被忽視。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當
中，韓國女性面臨最嚴重的性別薪酬差距
（女性薪酬比男性低31%）、最低的女性企業
高管比率（14.6%，低於富裕國家的33.8%），
以及猖獗卻難以遏制的網絡性暴力，但解決
這些問題已成為最敏感的政治問題之一。

性別對立嚴重 候選人保持沉默
經濟低迷加劇了性別對立，許多年輕男性
自認為是逆向歧視的受害者，他們一聽到女
性議題便很反感。尹錫悅及其右翼國民力量
黨先前正是利用這種情緒，贏得年輕男性的

選票。尹錫悅還曾表示，韓國不存在針對女
性的結構性歧視。
目前民調領先的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候
選人李在明，雖承認女性在罷免尹錫悅中的
作用，卻避免觸碰任何可能激怒男性的議
題。他的競選承諾僅限於對約會暴力和網絡
性犯罪處以更嚴厲懲罰、為擁有商店和餐廳
等小型企業的女性提供警方熱線，以及要求
企業公開包括薪酬在內的性別差異資料。 他
對於女性團體最關注的反歧視立法、擴大強
姦定義將未經同意的性行為包括在內的關鍵
訴求，均保持沉默。
國民力量黨候選人金文洙提出讓更多女性
參軍以實現兵役性別平等。此外，為解決少
子化問題，他承諾為結婚生子的年輕人提供
稅務減免及更實惠的育兒和住房補貼，但他
的「女性寧願養狗也不生小孩」言論引發爭
議，還因任用一名有反女權名聲的助選人員
而捱轟。
不少年輕女性選民對李在明不滿意，但金
文洙可能是更差的選擇，還有人認為無論誰
獲勝，情況都不會改變。首爾女性協會性別
平等中心主任朴佳直言，「我們只有差勁的
選擇，支持李在明不是認可他，只是為了阻
止保守派繼續倒退。」民調顯示，李在明在
20多歲男性的支持率最低，而金文洙在20多
歲女性的支持率最低，但年輕人裏的搖擺選
民比其他群體都要多。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大選臨近之際，許多
年輕女性支持進步派在野黨，年輕男性選民
則多數仍支持執政保守陣營。路透社分析，
韓國與許多西方國家一樣，都出現「憤怒青
年現象」，韓國年輕男性對經濟下滑，工
作、結婚和置業等人生大事受挫感到不滿，
將其歸咎於女權主義。

服兵役視作逆向歧視
韓國社會性別不平等問題嚴重，針對女性
的歧視、性騷擾和暴力普遍存在，男女薪資
差距高達31%，是發達國家中最大。不過韓
國近年冒起逆向歧視潮流，年輕男性認為自
己因政府偏袒年輕女性的政策被邊緣化，將
服兵役視作逆向歧視，反而認為自己是受害
人。

前總統尹錫悅在2022年競選期間，便是透
過性別牌吸引年輕男性選票，以微弱優勢勝
出。今屆選舉中，兩名主要候選人李在明和
金文洙面對兩性平等議題幾乎保持沉默，希
望避免引起支持者兩極分化。另一主要候選
人李俊錫則仿效尹錫悅，給自己打上「反女
權」標籤，主張廢除韓國兩性平等事務部，
以吸引憤怒的年輕男性選民。
倫敦國王學院政治經濟學家李秀賢認為，
韓國年輕男性實則是將經濟下行、自己無法
達到社會期待，歸咎於女權主義。這一現象
與西方年輕的保守派男性將生活質素下滑，
歸咎於移民和多元政策有異曲同工之處。李
秀賢分析指出，如果年輕世代在性別上分歧
愈演愈烈，雙方拒絕交流，很多社會重大議
題將難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
之際，候選人卻接連傳出負面消息，其中在
野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的長子，被爆出
從2019年起不但慣性進行非法網上賭博，更
在網上公然性騷擾女藝人，受害者包括人氣
女團aespa成員Karina，事件引發眾怒，最
終被法院罰款 500 萬韓圜（約 2.85 萬港
元），李在明也為此道歉。

aespa隊員Karina成目標
李在明長子被揭發從2019年起，在社媒留
下多則露骨性暗示留言，包括在DJ Soda照
片下留言「拜託讓我摸一次她的屁股」、

「她大概想被摸吧？」，甚至對Karina公開
喊話「我真的只想吃她一次」，語氣相當猥
褻，引來韓國網民炮轟「低級」、「噁
心」。針對兒子爆出爭議，李在明表示「都
是我的錯，身為父母沒有教好小孩」，並向
大眾道歉。
5月27日舉行第三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中，改革新黨候選人李俊錫發表涉及女性私
處的不當言論，藉此攻擊李在明之子曾發布
厭女評論，引發軒然大波。李俊錫其後受訪
時就自己發言不當表示，「我知道可能會有
國民感到不適，對此我致以誠摯的歉意。」
另一方面，各候選人此前公開發布的選舉
宣傳單中，詳細披露個人基本信息，還公開
各自的犯罪紀錄，連同周日宣布退選的無黨
派候選人黃教安在內的6名候選人中，只有
李俊錫和黃教安沒有任何犯罪紀錄，其餘4
名候選人均有3項或以上的犯罪紀錄，其中
一名候選人宋鎮鎬更有多達17項犯罪紀錄，
當中13項是有關詐騙罪。有選民表明不認同
有犯罪紀錄的人參選，但亦有選民表示，相
比個人道德問題，他們更關注候選人的政策
能否真正改善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 在韓國總統大選前最
後一個周末，主要候選人上周日（6月1
日）舉辦大型拉票活動。在民調領先的
李在明，造勢期間明顯加強保安。
李在明當天從家鄉安東展開造勢活
動，他告訴支持者，他將尋求削弱首
都圈的開發集中現象，促進首爾以外
地區的發展。身穿防彈背心的李在明
表示，「我們不該只是尋求區域平等
發展策略，而要為首爾以外地區提供
更多激勵，給它們更多支持。」

李在明造勢時加強安全防備，包括
講台上設置了防彈盾牌。去年1月，
李在明在釜山被假扮成支持者的男子
刺傷頸部，兇徒後來承認他的意圖是
殺死李在明，以阻止他成為總統。
金文洙則在大首爾地區造勢，他於
水原的集會上嘲諷李在明的安全防護
措施，「你看，我沒穿防彈背心吧？
但李在明現在甚至覺得防彈背心不
夠，還用上防彈盾牌。透過這些防彈
措施，李在明顯然準備建立自己的獨

裁統治，我們必須阻止。」
李在明上周六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要對內亂進行特別檢察官調查，
如果前總統尹錫悅因內亂罪被判處終
身監禁，那就不應被赦免，內亂頭目
的唯一懲罰是終身監禁，「全斗煥和
盧泰愚被赦免了，這給了尹錫悅發動
內亂的勇氣，因他覺得自己能獲得特
赦。如果尹錫悅這次被定罪，並且永
遠不能出獄，那麼以後就不會有總統
敢於發動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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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共同民主黨）

推行務實外交戰略，改善對
華關係，緩解朝鮮半島緊張局
勢，關注與全球南方發展中國
家合作。主張強化美韓同盟，
但推動將戰時指揮權由美國
交給韓國。

投資人工智能（AI）技術，將
國防打造為關鍵產業，強化國
家軟實力。

嚴格限制總統戒嚴權，修憲
將總統任期改為4年、允許連
任。主張司法改革將偵查與起
訴職權分離。

推行每周4天半工作制，鼓
勵為新婚夫婦減稅並增加住
房供給以促進生育。

金文洙（國民力量黨）

主張加強韓美同盟獲取安
全保障，尋求美國重新在韓國
部署戰略核武器，鼓吹對中國
和朝鮮強硬。

放寬市場監管增加投資，發
展AI技術，建立專門推動創新
的監管機構。主張建立加密貨
幣市場。

修憲將總統任期縮短至 3
年，給予地方政府負責人監管
豁免權。

支持發展核電以降低電價，
加強夫婦住房支援，擴建基建
以創造地方職位，改善教育和
福利服務。

李俊錫（改革新黨）

認為美國強化本國優先主
義趨勢下，韓國需加強與亞太
地區國家合作與戰略溝通，維
護全球供應鏈穩定安全，並主
張對華強硬。

重振韓國工業基地，提出
「回流政策」吸引海外企業遷
回韓國，加強在AI等新興領域
的國際合作。

呼籲精簡政府部門，主張廢
除統一部與性別平等部。

主張強化公共教育，為多子
女家庭提供經濟補助。

罷免尹錫悅生力軍
年輕女性訴求再被忽視

韓現「憤怒青年現象」
男性遇挫歸咎女權主義

4候選人有犯罪紀錄
李在明子屢性騷擾女藝人

穿防彈背心講台設盾牌 李在明加強安保惹嘲諷

●金文洙發表「女性寧願養狗也不生小孩」的
言論引發爭議。 路透社

●Karina早前發布一張穿印有紅色2號字
樣外套的照片，被指暗撐金文洙。 網上圖片

●●最新民調顯示李在明最新民調顯示李在明（（左左））獲獲4949%%受受
訪者認為是最佳候選人訪者認為是最佳候選人。。 美聯社美聯社

●●支持者為李在明支持者為李在明
造勢造勢。。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