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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冲击韩国总统之位，李在明终于如

愿以偿。据新华社报道，韩国中央选举管理

委员会4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正式确认共同

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第21届韩国总统，

李在明随即开启其总统任期。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日发布的计票结

果显示，在本届总统选举中，李在明的得票率

为49.42％，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的得票

率为41.15％，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的得票

率为8.34％。

首要任务复苏经济
李在明4日凌晨来到国会前发表讲话，对

国民表示感谢。他说，要团结国民，当前首要

任务是复苏经济、恢复民生。他还表示，将寻

求韩朝对话、共存和共同繁荣的道路。

本届选举是韩国自1987年宪政改革以来

第二次在总统缺位情况下选举总统，当选总统

无交接期，在选举结果正式确定后立即履职。

李在明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一个贫困家

庭，小学毕业后外出打工，并不幸左手留下残

疾。但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边打工边学

习，考进了韩国中央大学法学院，开始了律师

生涯。从2006年起，李在明开始参选市长、议

员，2010年当选城南市市长，并在4年后连任。

但这个“寒门逆袭”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

束。2017年，他第一次冲击总统之位，宣布参

选的新闻发布会就设在他年少时打工的手表

工厂。他说他要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个工人

出身的总统”。但那一年他在初选中失利。

2022年，他又以1%的差距败给了尹锡悦。这

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

在一些韩国人看来，李在明是一个富有

争议的人物。他曾经绝食24天抗议尹锡悦施

政，在去年“紧急戒严”、国会大楼被封锁之际,

李在明边直播边翻墙闯进国会，引来170万人

在线围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杨丹志看来，李在明能够胜选，一方面
是他把握住了韩国政坛剧变的契机，其所在

的共同民主党也高度团结。这与前总统尹锡

悦发动戒严后，执政的国民力量党拖延与尹

锡悦“切割”、内部分歧巨大，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方面，李在明在促进社会公平、经济发展

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凝聚民心的政策建议，赢

得了年轻一代的支持。而在当下韩国社会求

变的心态之下，李在明出身草根、说话坦率、行

事雷厉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分项。

对外强调均衡外交
大选尘埃落定，韩国政治将翻开新的一

页。而摆在李在明面前的，是一个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和复杂矛盾的韩国。

杨丹志认为，尹锡悦执政期间，韩国社会

矛盾尖锐，执政党阵营和在野党阵营争斗激

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流失。因此，李在明上

任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确保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框架约束。而在美

国挥舞关税大棒、中韩关系迟迟得不到改善

影响双边经贸的背景下，李在明及其团队需

要尽快制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应对失业率

骤增、不婚和少子化、社会深度撕裂等问题。

而在外交方面，与尹锡悦政府亲美媚日、

选边站的做法不同，李在明强调均衡外交。

在6月2日大选前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李在

明表示，“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俄罗斯、美

国，都需要建立友好关系”。他说，尽管韩美

同盟是韩国外交的根基，未来将继续深化，韩

美日合作关系也需要重点关注，“但是也没必

要与其他国家关系敌对化”。杨丹志表示，这

样一种更为平衡的外交政策将有助于中韩关

系的改善，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推进。

司法指控牵制施政
但对李在明本人而言，挑战还不仅来自

内政外交领域。

检方此前指控李在明在2021年12月竞

选总统期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去年11

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一审中判决李在明

有罪，并处以一年有期徒刑。韩国首尔高等

法院今年3月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推翻一审

判决结果，李在明被判无罪。5月1日，韩国

最高法院推翻二审无罪判决结果，将案件发

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5月7日，韩国首尔高

等法院决定将原定于5月15日的二审重审首

次庭审延期至大选后的6月18日进行。

在杨丹志看来，参考韩国和美国的政治

运作，司法指控不大可能会对李在明未来执

政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司法指控影响其个人

的政治声誉，会对施政产生一定的牵制，他将

不得不更加谨慎行事。 本报记者 齐旭

把握政坛“巨震”契机实现“寒门逆袭”

开启总统任期 李在明面临多重挑战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3日电 俄罗斯塔

斯社2日发布了俄方在俄乌第二轮直接谈

判中向乌方递交的冲突调解备忘录全文。

全文包括最终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条件、实现

30天全面停火方案、和平条约签署的步骤和

期限等。

俄方在备忘录中列出了和平条约的签

署程序：起草和平条约文本；停战两到三天

以收殓阵亡人员遗体；俄单方面移交6000

具乌阵亡士兵遗体；签署停火备忘录并确定

和平条约签署日期；在乌军开始撤军前设立

30天的停火期，乌军须在30天内完全撤离

并落实一揽子协议；乌克兰举行选举并组建

政府机构；签署和平条约；条约须获得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认可；条约

核准、生效和落实。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方谈判代表团团长

梅金斯基表示，俄方备忘录是一份详尽、全

面的提议，将推动实现长期和平，至少是实

现停火。

据新华社基辅/莫斯科6月3日电 乌克

兰国家安全局3日发起特别行动对克里米

亚大桥实施“水下袭击”。这是乌国家安全

局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第三次对克里米

亚大桥发动袭击。

乌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

特工在克里米亚大桥支撑结构底部埋设了

大量炸药。当地时间3日4时44分，首个爆

炸装置被引爆，对大桥水下支撑结构底部造

成了严重破坏，爆炸未造成平民伤亡。乌国

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亲自指挥部署此次行

动，该行动筹备历时数月。

俄联邦安全局3日说，当天在克里米亚

逮捕了一名乌情报部门特工，这名特工制作

了一枚威力强大的爆炸装置。

克里米亚大桥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

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全长19公里。

2022年和2023年，乌国家安全局曾两次对

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3日电 俄罗斯侦

查委员会3日表示，俄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

克州发生的桥梁被炸事件系乌克兰所为。

俄侦查委员会说，初步调查发现，恐怖

分子是受乌方指使，精心策划了针对平民的

袭击。该委员会缴获了爆炸装置部件及其

他物证。

俄侦查委员会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

击”，恐袭已造成7人死亡，包括儿童在内

113人受伤。俄侦查委员会表示，将在俄联

邦安全局和内务部支持下查明事件组织者

和实施者，并将其绳之以法。

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近日分别发

生桥梁坍塌，造成火车脱轨和多人伤亡。俄

方发布消息说，两座桥梁是被炸毁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谈及乌方实

施的特种作战行动，称这是乌方独自策划实

施，向各方展示乌方实力，“没人在乎俄罗斯

是否愤怒”。

公布停火备忘录 俄称推动长期和平
乌克兰发起特别行动 第三次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3日
电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3日

针对伊朗与美国间接会谈表

示，伊朗欢迎谈判，但谈判不

能基于霸凌或单方面的要求。

佩泽希齐扬当天表示，就

正在举行的伊美间接会谈而

言，任何方面都不应采取霸凌

政策。他重申，伊朗一直明确

表示不会寻求核武器。

佩泽希齐扬说，“地区某

一政权在强国支持下犯下罪

行，随后又试图将他人描绘成

对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以

实现自身要求，这种行为完全

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某些

国家试图阻碍他国的发展道

路，同时利用自身发展对他国

施压，“这不公平、不合理、不

可接受”。

在阿曼斡旋下，美国和伊

朗自今年4月以来已举行五轮

间接会谈，取得一定进展，但双

方在若干核心问题上分歧依然

突出。美方坚持伊朗应全面停

止所有级别的铀浓缩活动，而

伊方强调适度开展铀浓缩活

动是其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

一部分，拒绝“零浓缩”要求。

新华社上午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

不允许伊朗开展任何铀浓缩活动。同一天，伊

朗外交官员透露，由于美方提出的伊核协议新

方案未能回应伊方关切，且未就伊朗铀浓缩活

动软化立场，伊方准备拒绝这一提案。

此前，根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

提出的新方案，美方允许伊方继续开展民用

所需较低丰度的铀浓缩活动，同时伊方必须

关闭地下铀浓缩设施。

围绕伊朗能否开展铀浓缩活动，特朗普

和威特科夫多次公开发表相左意见。伊朗高

级官员表示，最新提案文本内容与伊美在第

五轮间接谈判中所取得的最新共识“明显矛

盾”，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成为阻碍伊核谈判取

得成功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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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午电 欧盟2日批准英国贝宜

系统公司、意大利莱奥纳多公司、日本飞机

工业振兴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致力于共

同开发第六代战斗机。

欧盟委员会在官网发布的声明说，新成

立的合资企业将成为三国“全球作战空中计

划”的主要承包商和主要系统集成商。“全球

作战空中计划”致力于在2035年底前交付第

六代战机。

声明说，合资企业开发制造的新一代战

机将供意大利、英国和日本政府使用，今后

也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销售。

这一合资企业的所有权将实行均分制，

三家企业各持股33.3％。企业总部将设在英

国，首任首席执行官将由意大利籍人士出任。

除了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法国、德国和

西班牙也在开发下一代战斗机，一些人士质

疑欧洲能否同时推进上述长期防务项目。

英意日合资开发第六代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