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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选举看韩国社会“保守化”倾向 

董向荣*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国出现了连续两届进步政党执政的状况，左翼政党

也大举进军国会。但是，进步政党政绩不佳使在野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地方权

力进一步向保守政党方面倾斜。这一现象表明，单纯为“平等”而平等的政策承诺很难兑

现，民众对增长和效率的要求出现强劲反弹，韩国社会出现了保守化的趋势。 

  关键词：韩国地方选举保守化 

   

  韩国实现了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后，社会各派力量都力图在国家政治中发出自己

的声音，更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强调增长优先的威权体制下受到压制的社会中

下层和发展滞后的地区，要求均等分配、扶植中小企业、地区均衡发展、改变对美依附、实

现南北和解等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偏左的社会利益诉求直接体现在1997年和2002年的总统

选举中，主张改革、和解、自主的金大中和其后继者卢武铉获胜，而强调增长、韩美同盟等

保守政党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连续败北。不仅如此，在2004年3月在野党发起总统弹劾案

后，选民把4月的国会选举当作表明自己对弹劾案态度的一次机会，开放国民党因此而获得大

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左翼的民主劳动党也在此次国会选举中首次进军国会。韩国政治的

天平明显向左倾斜[1]。 

  但是，地方选举却出现了与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相背离的情况。韩国在1995年、1998

年、2002年和2006年举行了4次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所谓全国同时地方选举，即在全国范围内

通过一次选举选出广域团体长（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长、省长）、广域团体议会议员、

基础自治团体长（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区长、县长）、基础自治团体议会议员等。1995年和199

8年的前两次地方选举基本可以概括为新政治国民会议、大国家党（民主自由党）和自由民主

联合三足鼎立的状态，而后两次则出现了大国家党大步推进、其他政治势力的地盘萎缩的局

势。 

表1韩国4次全国同时地方选举结果比较（1995-2006）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整理所得。 

        1995   1998   2002   2006 

  广域团体长
（道知事/广域市
长） 

  总数   15   16   16   16 

  民主劳动党   —   —   0   0 

  开放国民党   —   —   —   1 

  民主党（新政治国民会议—
新千年民主党） 

  4   6   4   2 

  自由民主联合   4   4   1   — 

  大国家党（民主自由党）   5   6   11   12 

  无党派   2   0   0   1 

  基础团体长   总数   230   232   232   230 

  民主劳动党   —   —   2   0 

  开放国民党            19 

  民主党（新政治国民会议—
新千年民主党） 

  84   84   44   20 

  国民中心党   —   —   —   7 

  自由民主联合   23   29   16   — 

  大国家党（民主自由党）   70   74   140   155 

  无党派   53   44   30   29 



  注：表中“—”指当时该党派尚未成立或已解散。 

   

  前两次选举中的三足鼎立格局是韩国政治地图中的地域主义的直接体现。所谓地域主

义，是指政党根据党首的出生地划定政治地盘的现象，政治版图被分割为岭南地区（庆尚南

道、庆尚北道、大邱、釜山等地）、湖南地区（包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光州、大田等

地）、忠清地区（忠清南道、忠清北道等地）等几大块，这是三金政治时代的重要特征，在

地方选举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地方选举的格局是新千年民主党（新政治国民会

议）、大国家党（民主自由党）、自由民主联合分别占据湖南地区、岭南地区和忠清地区。

在首都圈（包括首尔、京畿道、仁川）等地，各政治势力争夺激烈。在前两次地方选举中，

新政治国民会议在首都圈占主导地位，从全局上看略占优势。 

  但是，在2002年6月的地方选举中，出现了“大国家党压倒性胜利、新千年民主党惨败、

自由民主联合危机”的局势[2]。经济不景气、执政党内纷争、国民不安感觉增强、总统儿子

不正之风等丑闻使新千年民主党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大国家党则提出“审判无能、腐败的

政府”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选民的支持。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国家党获得了16个广域团体长

中11个，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只获得了4个，自由民主联合只获得1个。新千年民主党曾占优

势的首都圈首次归入大国家党囊中，自由民主联合的根据地忠北地区也转向了大国家党。如

此一来，原有的均衡态势被打破，地方权力版图彻底改变。 

  2006年的地方选举延续了2002年选举向保守政党大国家党一边倒的局势，媒体大多用

“大国家党压倒性胜利、开放国民党惨败、民主劳动党不振”等来评价。选举产生的3,867名

地方官员和议员中，第一在野党大国家党拿下2,345个职位，远高于获得702个职位的执政党开

放国民党。在最重要的广域市长/道知事选举中，大国家党赢得12个职位；而开放国民党仅获

得全罗北道1个道知事职位。在全国230个基础自治团体长的选举中，大国家党占据155个职

位，占有绝对性优势；而开放国民党仅在赢得19个，其他则被民主党（20个）、国民中心党

（7个）和无党派候选人（29个）所瓜分。从广域市/道议会选举的政党得票率来看，大国家

党的得票率是53.8%，远高于开放国民党21.6%的得票率。执政党的支持率与2004年国会选举

时的38.3%相比，已经大幅下降。左翼民主劳动党也没有继续上升的势头。这一选举结果的背

后有着深刻的原因：改革政府偏左的政策并没有给韩国带来增长和平等，选民也经历了一个

由激进向保守的转变。 

   

表22006年5·31地方选举各主要政党得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整理所得。 

  注：*另有5个广域教育议员，本表中未包含。 

   

选民对执政党的政绩不满 

  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政府的主要政策，只是表现得更为改革取向、更为激进。在执

政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并占据过半席位的情况下，卢武铉政府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从此次地

  政党   总计 
  
（3,867
个*） 

  广域团
体长（总16
个） 

  基础自
治团体长
（总230个） 

  广域团体议会议员（总733个）   基础自治团体议会议
员（总2888个） 

  地区议
员（655个） 

  比例议
员（78个） 

  政党得
票率（%） 

  地区议
员（2,513
个） 

  比例议
员（375个） 

  开放国民党   702   1   19   33   19   21.6   543   87 

  大国家党   2,34
5

  12   155   519   38   53.8   1,401   220 

  民主党   378   2   20   71   9   9.9   233   43 

  民主劳动党   81   -      5   10   12.1   52   14 

  国民中心党   89   -   7   13   2   2.3   56   11 

  无党派   272   1   29   14         228    



方选举来看，国民对政府的政绩并不满意。[3] 

  卢武铉政府的主要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关系到韩国和平与发展的长线课

题，比如南北关系问题，国家均衡发展等。这类问题，由于问题本身耗时就很久，很难在短

期内取得明显的效果，很难赢得更重视眼前利益、自身利益的选民的支持。比如，南北关系

问题，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提出和平繁荣政策，继续推进南北和解与

合作。尽管3年间南北交流日益密切。但是，朝核问题的停滞、朝鲜导弹试射等直接影响到国

民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对朝鲜现金支援的问题始于金大中政府时期，不少保守人士不懈地攻

击政府的对朝政策。在选举临近之时，朝鲜突然取消了已经确定的南北铁路试运行，也对执

政党的选举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地区均衡发展问题上，参与政府放弃了遭到宪法法院否决了

的“迁都提案”，重新提出建设新行政城市。但实际操作过程本届政府任期内只是起始阶

段，其他问题则要等到下届政府甚至更远。反对建设新行政城市的势力很强。也就是说，政

府提出的某些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成果，但却因为这些失去了不少选民的支持。 

  另一类是平等取向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追求平等分配、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

等[4]。在这类问题上，政府的施政暂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比如房地产政策，政府通过提

高税收的方式打压首都的房地产，但并没有把“重灾区”首尔江南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控制

住，全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不断上涨。新行政城市所在地忠清南道，燕岐、公州的地

价上升居全国前列。房地产价格的普遍上涨使贫困阶层更加绝望，而富有者阶层由于交易成

本的提高和财产税的上升，并不能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中获得收益，全国的房地产交易出现

明显的萎缩态势。近来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两极化”问题也很有意思。本来韩国的收入分

配状况比较平均[5]，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政府依然把促进平等作为一

项重要的国政课题，而且在朝野斗争的一个焦点。但政府并没有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

分配。受到政策、国际石油价格上涨、韩元升值、劳工运动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经济出现了

投资不振、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劳资矛盾更加突出。结果，社会下层的利益或收入最先出

现下降，社会中下层贫困化的现象出现。根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的分析报告，3年来，韩国出现

了上流层（收入达到国民平均收入的150%以上）沦落为中产层（收入为平均收入的70∼15

0%）、中产层沦落为贫困层（收入不到平均值的70%）的阶层下移的现象。具体而言，上流

层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2.7%减少到2005年的21.8%。中产层也从52.4%减少到51.2%。中下层

和贫困层却从24.9%增加到27.0%[6]。在两极化问题上，可以说政府是选择了一个并不成问题

的问题为主攻方向，但又没能解决问题，导致民众大失所望。 

   

韩国经济增长率（2000-2006）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网站：www.nso.go.kr. 

  *韩国银行行长李成太6月29日在当天提交给国会财经委员会的业务报告中指出，2006年

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略低于预期，大概在４-5％。  

  **2006年4月的数值。 

   

  大国家党成立于1997年，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朴正熙政权时期的民主共和党、全斗焕时期

的民主正义党、卢泰愚后期的民主自由党、金泳三时期的新韩国党等执政党。大国家党坚持

对朝强硬政策，重视韩美关系。在经济政策方面，大国家党信奉的是新保守主义，强调市

场、竞争和效率，刺激投资等。因此，大国家党的形象是典型的“保守政党”。目前大国家

年份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GDP增长率（%） 4-5%* 3.5 7.5 5.9 10.0 7.5 9.3

失业率(%) 3.5** 3.7 3.7 3.6 3.3 4.0 4.4

15-29岁青年 
失业率（%） 

8.0** 8.0 8.3 8.0 7.0 7.9 8.1



党正逐步向 “改革的保守”或“中间保守”的方向发展。针对本届政府任期内出现的投资不

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受阻等现状，大国家党提出“政权审判论”，将选民关注的焦点

引导至现政府施政的弱点上，大显批判、攻击之能事。由于至今尚未感受到本届政府给国民

带来的切实利益，不少选民弃执政党、择在野党[7]。 

  此次地方选举表明，韩国保守的选民层有稳步扩大的趋势，而进步取向的选民层尚不稳

定，特别是年轻选民。与2002年的总统选举时相比，年轻选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

谓的“386世代”曾经是卢武铉在2002年总统竞选获胜和开放国民党2004年国会选举胜利的最

重要的基础。2004年国会选举前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40-49岁年龄层中，开放国民党的支持

率为30%，比大国家党高6个百分点。两年之后，2006年4月12-15日《中央日报》实施的调查

显示，在同一年龄层中开放国民党的支持率下降到18%，大国家党的支持率上升到37%。[8]

《朝鲜日报》在地方选举结束后进行的调查显示，30-39岁的选民层中开放国民党的支持率只

有24.0%，而大国家党的支持率达到50.1%。在以往相对比较激进的20-29岁选民层中，大国家

党的支持率也高出开放国民党9个百分点。[9]这在以往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可见，在2002年

总统选举中曾因为在反美、自主等问题上的一致性而选择卢武铉的青年人，似乎已经放弃了

类似的抽象的追求，对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能否更好地生活更加关注。而投资不振、

经济的不景气、物价上涨等问题困扰着这些年轻人。本届政府任期内，15-29岁的青年层失业

率一直维持在8%左右，居高不下。对政府施政的不满使年轻选民出现了明显的保守趋向，放

弃了原有对进步政党的支持。此次选举中选举权年龄从20岁下调到19岁，年轻选民的增加并

没有对大国家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偶然事件的发生，也使韩国的保守力量进一步集结起来。在临近选举的2006年5月20日，

在大国家党首尔市长候选人吴世勋的竞选现场，时任党总裁朴槿惠在登台助选时遭到袭击，

脸部被严重划伤。尽管据称调查显示袭击事件没有幕后主使，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行为，

但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还是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保守选民进一步向大国家党集

结。不仅如此，一些原本对政治并不关心的人也参加了投票，此次地方选举投票率一改往届

连续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比2002年的选举上升了2.7个百分点。这些新增选民支持大国家党的

可能性显然要更大一些。朴槿惠在选举前出院并立即投入济州、大田的选举活动，改变了大

田地区的选举结果，并使大国家党济州地区的候选人的得票率迅速上升，差一点攻下济州选

区。可见此次突发事件的威力不可小觑。在朴槿惠被袭事件发生后，执政党没有及时迅速的

应对，党内失败情绪弥漫，甚至在选举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政界改编论”，使选民对该党

也失去了信心。 

政党分合与地域基础的变化 

  在2002年的地方选举中，大国家党占领了首都圈，在地方权力中的优势开始确立。在200

6年的地方选举前，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尽管卢武铉继承了新千年民主党的湖南地盘，但是政党的分裂使其支持基础明显弱化。2

003年底，一批支持卢武铉的改革势力从当时的执政党新民主党分裂出来而成，成立开放国民

党。卢武铉总统退出新千年民主党，原来的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沦为在野党。2004年3月在野

党大国家党和分裂后的新千年民主党联合发起的总统弹劾案，给了力量尚很弱小的开放国民

党一个跳板。卢武铉总统不久加入开放国民党，该党遂成为执政党，并在国会中占据过半议

席。新千年民主党也于2005年改称为“民主党”。由于政党的分裂，开放国民党只能和民主

党瓜分原有的湖南地盘，地域基础缩小到仅有全罗北道[10]一地。而民主党此次选举依然占据

着在光州和全罗南道两地。可以说，执政党在地方权力上的排名只能排在第三位。 

  与执政党分裂、地域基础缩小的情况相反，2006年初历史渊源、政策主张相近的大国家

党与自由民主联合实现合并，使其地盘稳步扩大。如前所述，在1995年和1998年的选举中，

自由民主联合是三足鼎立中的重要一极，在忠清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后来自由民主联

合的力量有所下降，但在忠清地区依然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合并后的大国家党，成功地将忠



清地区收入囊中，对于该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推动。两大保守势力的集结，使保守政

党的力量更加强大。 

左翼政党民主劳动党的停滞 

  民主劳动党是一个声称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左派政党。在2004年的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10

个席位，曾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2006年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劳动党的政党支持率

为12.0%，比2004年国会选举时下降了1个百分点，与该党选举前预计的15-20%的得票率相去

甚远。在政治根据地蔚山，民主劳动党在与大国家党的竞争中败北，丢掉了上次的两个基础

自治团体长的职位，也没有能够获得热切期待的蔚山广域市长的职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进入国会后，民主劳动党的政策影响力没有得到充分

的体现。目前，民主劳动党在国会中只有9个议席，与拥有100个议席以上的两大政党相比，

力量很弱小，无法单独提出议案。在一些热点问题（比如两极化问题）上，民主劳动党的主

张与执政党类似，没能突出自身政党的形象。民主劳动党的主要基础民主劳总的成员，但

是，不少民主劳总的成员在选举中并没有投民主劳动党的票。在这些人看来，与有效的暴力

示威相比，通过民主劳动党走议会政治的道路来争取劳动者利益的希望过于渺茫。 

  此外，民主劳动党的成员80%左右是3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职工，大企业的职工在韩国属

于收入比较高的阶层，在投票时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化倾向。民主劳动党努力将党员基

础从大企业的职工向中小企业的职工、临时工等阶层扩展，但是这一阶层本身就是分散的、

组织化程度低的群体，很难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个群体的收入也比较低。尽管都是工人，但

是这一群体与收入较高的大企业职工可以说是处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

要求都不一样，甚至还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双方的利益很难协调。 

  再次，民主劳动党的发展方向还很不确定，党内的意见分歧比较大。从韩国的社会现实

来看，一个左翼政党能够维持10-15%的政党支持率已经是不小的成就。如果该党满足于在韩

国两大政党体制下作第三党，维持现状即可。但是，显然该党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争取成

为两大党之一，这样一来必须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扩大民众支持基础、向中间路线乃

至全民政党的方向发展，民主劳动党内类似的呼声也很高。但另一派则担心，民主劳动党可

能会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劳动阶层的支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似乎淡化意识形态—即由原来

的左翼政党向“中左政党”方向发展—的主张在党内略占优势。 

  综上所述，从地方选举的情况来看，韩国政治向中左方向的倾斜很可能只是一个插曲。

激进、偏左的政策并没有给韩国带来增长，尽管政府积极推行一系列面向社会下层的政策，

并没有真正地改善对象层的生活状态。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中下层民众的

贫困化趋势。连续两届政府偏左的政策并没有赢得民心，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实现经济

增长、没有在增长过程中调整分配。2006年5月的地方选举结果是民意保守化的指示剂，政界

也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选举结束后，遭到挫败的开放国民党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经济政策

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从以往强调分配和平等转向“亲企业”、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等。但

这样的政策调整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韩国的政治格局将继续维持以

开放国民党为主体的进步势力与以大国家党为主体的保守势力相对抗的态势。从社会氛围来

看，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对保守政党更有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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