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选三大因素
韩国媒体分析，李在明这次胜

选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前总统尹锡悦弹劾事件

重挫保守阵营形象。尹锡悦政府
支持率在去年底已处于低迷，随后
其支持率一度低至10%左右。另
外，尹锡悦在距离选举还剩不到20
天时才宣布退党“切割”，拖累其所
在国民力量党选情。

二是韩国民众对于执政政党
更迭愿望强烈。韩国近日民调结
果显示，54.4%的受访者倾向于共
同民主党上台。

三是保守阵营内部涣散。自尹
锡悦被弹劾后，国民力量党内部就
候选人人选缠斗至候选人登记前最
后一刻，这一过程中金文洙与党内
议员裂痕持续扩大。韩国《中央日
报》说，金文洙在竞选期间一度处于
难以获得党内支持的尴尬状态。

执政四大挑战
韩国媒体和专家解读，韩国目

前面临内政外交一系列困局，火速
上台的李在明政府能否在较短时
间内稳定国内政局、解决经济难
题、实现外交平衡、缓和半岛局势，
受到高度关注。

挑战一：政局。尹锡悦政府戒
严风波以来，韩国两大阵营陷入无
尽内斗，政府施政几乎停滞，民意对
立愈发严重。稳定国内政局，弥合
社会裂痕，将考验李在明政府的执
政智慧。李在明4日发表当选讲话
时说，将团结国民、克服内乱局面。

挑战二：经济。韩国经济第一
季度出现负增长，亮起“红灯”。韩
国中央银行把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增 长 预 期 从 1.5% 大 幅 下 调 至
0.8%。李在明4日承诺，将全力以
赴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

韩国媒体分析，对美经贸政策
将是决定新政府初期成败的关键
点之一。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经济
学系教授石秉勋说：“韩国今年经
济最大变数就是与美国的关税谈
判。”李在明此前表示，虽然需要与
美国就关税问题谈判，但最重要的
原则是维护国家利益，无需急于提
前达成协议。

挑战三：外交。在对外政策方
面，韩国专家认为，李在明政府将
调整韩国前政府“亲美和日”外交
路线，推行“实用外交”。李在明提
出，将推动韩国外交多元化，推进
地区战略以及与全球南方国家合
作，基于国家利益务实发展与中
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关系。他
此前表示，中国是韩国重要的贸易
伙伴，将稳定处理韩中关系。韩国
前青瓦台国政情况室室长权起植
认为，随着李在明政府上台，韩国
对外政策可能出现较大调整。

挑战四：半岛局势。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近来不断升级，尹锡悦政
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李在明
此前在竞选中表示，将推进恢复韩
朝军事热线等沟通渠道，推动南北
对话和交流合作。

韩联社解读，目前李在明所在
的共同民主党在韩国国会占据半
数以上席位，韩国政坛时隔 12年
再次出现“朝大野小”局面，这为李
在明执政提供了主导政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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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身寒门到政治新星
李在明 1964 年生于韩国庆

尚北道安东市一个山村，家中七
个孩子，他排行老五。由于家贫，
李在明小学毕业后进入工厂工
作，其间因左臂工伤被鉴定为 6
级伤残。李在明未放弃学习，相
继通过中考和高考，并于1982年
考入韩国中央大学法学院。

“生活发生了变化。”李在明
在自传《李在明的弯曲手臂》中这
样表述。因为相信当时律师卢武
铉（后成为第十六届韩国总统）的
一句话“律师不会饿死”，李在明
走上了律师的道路。

1986年，李在明从中央大学
法律系毕业，并通过司法考试，取
得律师资格。他在城南市开设律
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市民运动，关
注社会正义和人权问题。2004
年，为了推动建立市立医院，他发
起请愿，获得超过20万名市民签
名支持，但被市议会否决，此事促
使他决定参选市长。

2006年，李在明参与了城南
市市长竞选，经历了他政治生涯的
第一次失败。接着，他在第十八届
城南市盆唐区甲国会议员选举中
落选。

李在明 2010 年当选京畿道
城南市市长，推行青年补贴、免费
校服、免费产后护理等多项福利
政策。2018年，李在明当选京畿
道知事。2022年 8月，李在明出
任共同民主党党首，2024年 8月
成功连任。

绝食抗议，为信念而战
尹锡悦上台后，李在明作为

共同民主党党首多次抨击尹锡悦
政府，甚至采取激进手段抗议尹
锡悦政府。2023年8月31日，李
在明宣布“无限期”绝食静坐，以
抗议尹锡悦的施政。绝食抗议
19天后，李在明因健康状况恶化
被送入医院，当时近乎丧失意
识。他最终绝食了24天，于9月
23日开始恢复治疗。

李在明绝食也非首次。2016
年 9月，李在明曾在首尔光化门

广场绝食11天，希望通过绝食抗
议来阻止朴槿惠修法。最终，韩
国国会还是通过了这项修正案，
李在明也结束了绝食。

这次绝食抗议引起了韩国社
会的广泛关注，也使李在明的政
治形象更加鲜明。他被视为一个
为信念而战、不畏强权的政治家，
赢得了更多支持者的认可。

官司缠身，意外遇刺
在绝食期间，李在明还面临

司法调查。检方以涉嫌渎职、受
贿等罪名申请逮捕李在明。然
而，法院驳回了检方的批捕申
请。尽管如此，李在明仍需面对
多项司法程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24
年1月2日，李在明在釜山参加活
动时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
颈部被刺伤，随后接受了手术和住
院治疗，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警
方调查显示，嫌疑人自称行刺是为
了阻止李在明成为总统。

即便当选总统，李在明还面
临选举违规、贪腐与权力滥用、长
子被曝非法赌博等“家族腐败”丑
闻和争议。悬而未决的司法案件
仍是潜在危机。

据央视新闻，首尔高等法院
将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一案的二审重审首次开庭日期延
期至大选后的6月18日进行。若
重审法院最终判李在明有罪，将
引发宪政危机。

三战总统，道阻且长
李在明的总统之路可谓三战

而成。
2017年，李在明首次参与总

统竞选，争取共同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提名，但最终败给文在寅。
2022年，他代表共同民主党参加
总统大选，以约25万票、不及1%
的差距，败给“名门之后”尹锡悦。

2024 年 8 月 ，他 以 高 达
85.4%的得票率再次当选共同民
主党党首。今年4月27日，李在
明以 89.77%的得票率正式获得
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5
月10日，李在明正式登记成为韩
国第21届总统选举候选人。

如今，这位曾三度挑战总统
宝座的政治家，终于走进了青瓦
台。在就职演讲中，他强调将努
力结束对立，不分政治立场和阵
营，团结韩国民众。

他表示，韩国目前正面临民
生、经济以及外交等多重困境，未
来将打造真正以人民为主人的国
家，促进经济发展，开发新的增长
动力。

他还提出将大力支持人工智
能、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打造工
业强国，增强韩国国际竞争力。
在外交方面，李在明主张“实用外
交”，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他还
表示，将努力消除韩国地域发展
不均衡，促进韩国文化产业继续
走向世界。

韩国总统李在明4日提名共同
民主党最高委员会委员金民锡为
国务总理。

李在明当天在首尔龙山总统
府公布新一届政府人事安排。他
表示，金民锡兼具丰富的议政活动
经验、民生政策推动力、国际视野
和促进团结的政治能力，是能够引
领国民克服危机和恢复民生经济
的合适人选。

金民锡 1964 年出生于首尔，
四次当选国会议员，曾任共同民主
党政策委员长等职。

李在明当天还提名李钟奭为国
家情报院院长、姜勋植为总统秘书
室室长、魏圣洛为国家安保室室长。

按程序，所有内阁提名人选均
需接受国会听证。除国务总理外，
无论国会通过与否，获提名者都可
最终获得任命。 据新华社

金民锡被提名为韩国国务总理

“打不倒”的李在明：

绝食、遇袭与三战总统之路

韩国舆论认为，李在明的新政府面临实现国家团结稳定、
提振韩国经济、调整对外政策、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四大挑战。
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李在明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冲击，
怎样推行“务实平衡”外交，颇受关注。 据新华社

李在明面临内外四大挑战当地时间6月4日凌晨，首尔的天光尚未破晓，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共同民主党候选人
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击败其余4位候选人，当
选韩国新任总统。这是他第三次竞逐青瓦台，终于
如愿以偿。

从城南市长到京畿道知事，从2022年以微弱差距败选到如今的胜利，李在明的政治旅程充
满波折与坚持。他曾绝食抗议、遭遇刺杀、面对司法调查，却始终未曾退缩。这位“打不倒”的政
治家，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总统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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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当选后火速上岗
下达首个行政命令，着手提振韩国经济

当地时间4日，当天上午正式宣誓就职的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下达首个行政命令，要求
组建“紧急经济检查工作组”，着手提振韩国经济。

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时即表示就任后将把提振民生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在总统
候选人电视辩论以及街头竞选活动中李在明曾多次阐明相关政策主张。在4日凌晨的支持
者集会以及4日上午的就职演说中，李在明再次强调韩国目前正面临民生、经济等多重困
境，表示韩国新一届政府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加大投入，提升
韩国企业竞争力，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并将努力消除地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当地时间4日上午11时许，李在明在国会正式宣誓就职。韩国行政安全部说，韩国国
会议长等要员、政党代表、国会议员、国务委员等约300人参加宣誓就职活动。

李在明于当天当地时间6时21分开启总统任期。8时许，李在明听取了联合参谋本部
议长金明秀关于军队统帅权移交的汇报。

韩国1987年改宪实行总统全民直选制，总统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本届选
举是韩国自1987年以来第二次在总统缺位情况下选举总统。

据央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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