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正恩當天抵達訪俄第一站哈桑後，
接受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獨家採訪時表示，
此次訪問受到熱情的俄羅斯人民的熱烈歡
迎，此訪非常有益，有望成功，將同俄方
就許多問題交換意見。金正恩的裝甲專列
香港時間24日下午抵達海參崴火車站，隨
後檢閱了俄方軍樂隊與儀仗隊。金正恩在
火車站與俄方人員簡短交流後乘車離開。
這是金正恩再次當選朝鮮國務委員會委員
長後首次出訪。

美俄上周密談「普金會」
與外界預料的不同，24日晚，金正恩

似未與俄方人士共進晚餐。金正恩可能與
隨行人員就餐後休息，同時為25日的朝俄
首腦會談作準備。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此
前曾表示，普京將於25日在海參崴與金正
恩舉行單獨會晤，隨後進行小範圍和大範
圍會議。日本放送協會（NHK）引述一名
匿名俄羅斯高官的話指出，普京可能提出
重啟朝核六方會談，目前正在進行相關的
協調。該官員還表示已向美國和中國說明
了這一情況。分析認為，普京計劃在此次
首腦會談中向金正恩提議重啟六方會談，
意在對有關朝鮮無核化問題的磋商中加強
俄羅斯的影響力。

據知情人士早前向俄媒透露，25日的
「普金會」或在遠東聯邦大學S樓（體育樓

）舉行，校園內已經加強了安保措施。金
正恩24日表示，相信 「普金會」將成為非
常有益於穩定管控、共同協調地區局勢的
對話。25日的 「普金會」是金正恩父親金
正日8年前與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

會面以來，兩國領袖首度舉行峰會。普京
2002年曾在海參崴會見金正日。除了與普
京舉行峰會，金正恩還將出席留學生座談
會，並視察有關設施。

法新社消息指， 「普金會」召開之前
，俄美雙方已進行過討論。據悉，烏沙科
夫上周在莫斯科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幕僚
希爾討論朝鮮議題。美國的朝鮮問題特使
比根當時也在莫斯科和俄官員會談。

中方：樂見朝俄加強高層往來
這次兩國領導人的會晤，雙方沒有在

會後簽署文件或聯合聲明的安排。遠東聯
邦大學教授魯金表示，金正恩在與普京見
面時，預料將提出經濟援助和鬆綁制裁，
但莫斯科不太可能完全同意他的要求。身
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俄方承擔不
起違反安理會決議的後果。分析區域局勢
網站Sino-NK的韓俄關係專家里納表示，
儘管如此，普京仍可以承諾不支持任何額
外的制裁行動。首爾的朝鮮研究院分析師
鄭永泰表示： 「金正恩訪俄體現了朝鮮尋
求自力更生的 『主體』思想，也就是不依
靠單一國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4日表示，朝
鮮和俄羅斯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方樂
見朝俄加強高層往來，預祝朝俄領導人會
晤取得成功，為推動半島問題的解決提供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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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俄
羅斯衛星網、韓聯社、法
新社報道：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24日抵達海參崴
，開始對俄羅斯進行訪問
。俄總統普京與金正恩將
在香港時間25日中午舉行
會晤，預計雙方在首腦會
談中將就朝鮮半島無核化
以及雙邊經濟合作等廣泛
課題進行磋商。這是金正
恩首度訪俄，顯示朝鮮在
與美國的會談陷入僵局之
際，企圖尋求俄羅斯的支
持。

普金會登場 或提重啟六方會談
會後無聯合聲明 朝恐難脫制裁緊箍咒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駐韓美
軍24日表示，駐韓美軍第8軍第35防空炮旅
日前在平澤美軍基地進行 「薩德」反導系

統發射架模擬彈加裝訓練，並在官方
Facebook上發布了相關照片。

駐韓美軍公開的 「薩德」系統照片顯
示了升起發射架和加裝模擬彈的畫面。這
是美軍首次在平澤韓福瑞斯基地進行相關
訓練，目的在演練最大射程200公里導彈的
整個加裝過程。駐韓美軍去年年底也曾公
開在慶尚北道星州基地訓練的照片。

觀察人士認為，考慮到在星州部署的
「薩德」系統無法保護首都圈，因此，美

軍此次選在距首爾南方70公里的平澤基地
進行訓練。韓軍方人士稱，這屬於駐韓美
軍例行訓練，照片中公開的發射架專供教
育和訓練目的使用。

駐韓美軍模擬演練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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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少女為金正恩送上
麵包 美聯社

▲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
韓聯社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國
會情報委員會有關人士24日透露，負責對
美、對韓事務的統一戰線部部長金英哲被
撤換，由朝鮮亞太和平委員會委員張金鐵
（音）接任。24日金正恩乘專列抵達俄羅
斯海參崴，在此過程中也未見金正恩的胞
妹、中宣部第一副部長金與正的身影。

此前每逢金正恩出訪，金與正都如影
隨形，但在此次金正恩訪俄的公開場合中
，她至今沒有露面。金與正此前不僅負責
禮賓工作，還深度介入政務，因此她的缺
席格外顯眼。金與正最後一次公開亮相是

在朝鮮召開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
會議的4月11日。但她沒有出現在33名政治
局委員的全家福裏，金正恩15日率眾參謁
太陽宮時，她也沒有現身。

金與正是去年10月陪同金正恩接見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唯一朝方人員，平昌冬
奧開幕時還訪韓捎來金正恩的親筆信，金
正恩曾在第一次與文在寅的會談時說，金
與正將負責對韓事務。

鑒於朝鮮傳出金英哲被撤換的消息，
她可能和金英哲一起在河內 「特金會」破
裂後暫避至二線。

金與正未隨行引猜疑

普金會兩國的訴求重點

1 提升外交形象
金正恩希望保持他在去年接連出訪
的外交形象，也表現給特朗普知道
，他不只有中國一個朋友。對克里
姆林宮而言，這次會面正是一次機
會，展現俄羅斯在全球重大問題上
仍有一定分量，國際舞台不單只是
美中兩國說了算。

放寬制裁
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握有否決權
，可以違反人道為由主張撤銷部分
對朝制裁。

海外勞工豁免
安理會要求各國今年底以前遣返所
有朝鮮籍勞工，這一項制裁或許可
以得到俄羅斯同情。朝鮮派遣數萬
勞工在俄羅斯和中國等地做工，每
年為朝鮮帶來5億美元外匯，雖只佔
朝鮮經濟規模的1.5%，卻是重要的
外匯來源。

改善運輸
數十年來遭受經濟制裁、經濟停滯
不前、過度投入軍費，因此朝鮮基
礎建設狀態不佳。與朝鮮有17公里
接壤的俄羅斯也希望改進朝鮮的交
通，以利進出半島市場。金正恩希
望改善鐵路交通，如此可將朝鮮的
貨品經由陸路銷往中國和歐洲。

實物交易制
據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俄羅
斯和朝鮮正設法開發一套不違反制
裁的商業機制，雙方可以用以貨易
貨的方式，迴避用金錢交易而可能
遭到制裁的風險。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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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金正恩抵達海參崴後乘車離開 路透社

政治素人的群體性出現，成為近年來
政治與社會學家爭相研究的現象。周日烏
克蘭選民把一個在喜劇小品中扮演 「總統
」 的演員推上了總統寶座，算是這個現象
的極品。上個月斯洛伐克也出現了相似一
幕，執業律師出身的恰普托娃成為該國女
總統，基本沒有從政經歷的她，以 「向罪
惡宣戰」 的競選口號，贏得了斯洛伐克境
內幾大主要民族的支持。澤氏與恰氏的傳
奇為全球政治素人的崛起又添了兩個鮮活
案例。

時間倒敘到2016年，毫無從政經歷
的房地產開發商特朗普與政壇老手希拉里
之間展開 「古稀」 大戰，外加耄耋之年的
桑德斯，讓美國選民無所適從，用老氣橫
秋來形容當年的大選一點也不過分。年輕
一代政治家在初選中早早就靠邊站，最後
選民不得不在 「一堆爛蘋果」 中挑出了特
朗普。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歐洲的選舉

走向了另一極端。2017年，39歲的馬克
龍贏得了法國大選，成為該國歷史上最年
輕的總統；奧地利更是把剛滿31歲的庫
爾茨推選為總理，這位連大學都沒有畢業
的年輕人居然受到如此垂青，大有時光穿
越的感覺。縱觀全球，不論是男是女，不
論年長還是年輕，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
或從政經歷極短，或乾脆就是政治白紙，
但他們卻能夢想成真，開始指點江山。這
背後的魔力到底在哪裏？

透過 「素人政治」 的表象，民粹主義
是其崛起的時代背景。從人類政治制度的
設計與演變看，選舉制代替世襲制、任期
制代替終身制、監督制代替獨裁制、法治
代替人治，是政治制度演化的巨大進步。
但這個曾經被福山認為是終極版本的西方
民主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尤其是
無法解決全球化中的兩極分化難題，當勞
動、資本、技術等在全球範圍內加以配置
的時候，資本家的貪婪也發揮到了極致

。本國的工會力量逐步走弱，失去了與
資本家叫板的資本，於是無感階級與痛感
階級的人數急劇上升，政治家們無所作為
，政壇像走馬燈一樣，百姓厭倦了政治和
政客。

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讓政治權
力的重構迎來千年之變。從神權到王權、
從王權到貴族、從貴族到精英，如今正從
精英轉向草根。權力重心一步步下移是不
可逆轉的趨勢，這為素人的崛起提供了肥
沃土壤和時代的機遇。民主制度的特點之
一是人人都有一票。過去競選靠傳統集會
，而今天則有了社交網路。一些充滿政治
抱負的人可以另闢蹊徑，藉此傳播自己的
執政理念和治國構想，廣泛吸粉。一些具
有相同經歷和理念的人，通過各種社群 「
走」 到了一起，相互打氣，形成了 「議題
性組織」 ，草根的凝聚力和影響力被有效
聚斂或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與政治素人現象如

影隨形的是，近年來世界政壇的強人政治
特點也非常鮮明。政治素人與政治強人相
互影響，相互催化。一方面政治素人能
夠走上前台，背負着民眾的期望，如果
按部就班，等待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
所以，這幾年來這些政治素人就位後都
展示了硬漢形象。特朗普、馬克龍是其典
型代表，尤其是特朗普深諳草根政治，靠
着推特建立起與這些白人藍領（鐵粉）
的風箏線，開創了 「推特治國」 的先河
。這就是為什麼昨天特朗普面見推特
CEO， 「求教」 掉粉20萬的原因。此外
，一些政治領袖如杜特爾特、莫迪等也
顯示了強硬的一面。去年當選的巴西總
統博索納羅，行伍出身，揚言如有必要
，可在巴西實行軍管，居然沒有人挑戰
他的說法，相反還有不少人為之叫好，
可見巴西民眾對當前國家現狀的不滿已
經達到何種程度。如果再加上政壇常青
樹普京總統，強人政治雲集的時代可見

一斑。
政治素人變成政治強人，既是選民的

需要，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強
人政治時代可以成就很多大事，強人坐在
一起可以拍板定案，少了一些優柔寡斷和
議而不決。但是，任何事物總有兩面性，
政治強人不會輕易妥協的特點，也給世界
增加了不確定性。如果政治強人頂起牛來
，無疑會加大摩擦和衝突的風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權力重心下移
的大背景下，政治強人必須以草根作為依
託，否則就會風雨飄搖；而草根也必須有
政治強人作為符號，否則就會群 「羊」 無
首，迷失方向。政治強人看重面子；政治
素人更看重政績的裏子；既要面子又要裏
子則是政治素人兼政治強人的雙重需求，
要滿足這樣的大胃口，除了保持戰略定力
、守住底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外，其實
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這就是強人政治時代
必須面對的現實。

政治素人與政治強人背後的選舉邏輯

周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