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博新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 

王 生(2008.01) 

    2007年12月19日，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韩国第17届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现年65岁，享有国

家“CEO”赞誉的首尔前市长、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李明博以48.6%的支持率，战胜支持率为26.2%的

竞争对手、大统合民主新党总统候选人郑东泳，成功当选为韩国第17届总统，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

位“企业家总统”。使得代表韩国保守势力的大国家党在“失去的10年”后，重掌大权，开创了以

CEO实用主义为标志的“李明博时代”，韩国政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韩国社会正处于

“变与不变”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外交都对未来的新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课

题。 

    政治：革新与保守的对决 

    在政治领域李明博新政府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大国家党虽然作为执政党重新掌握政

权，但政权基础还不是十分稳固，本届大选投票率仅为62.9%,创历史最低。目前，大国家党在国会

299个议席中仅占127个， 8月10日，以开放国民党被大统合民主新党“吸收”的方式实现了两党合

并，大统合民主新党国会议员达到1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改变了保守势力在韩国政坛长达44年

的“一统天下”的政局，但仍然没有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大国家党代表的是韩国传统的保守

势力，一般被视为保守的右翼势力，主要支持群体为富豪及高级管理层。而大统合民主新党是由被

打压，但具有改革理想的人组成并跃上历史舞台的，代表平民阶层的革新、民主化势力，更多地代

表草根立场，相对左倾。不过他们的政治经验不足，不够成熟，并欠缺社会势力作为后盾，因而在

国民的眼中很“业余”，政策也不够缜密。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反映出当今韩国社会中“要求改

革”的主流民意，韩国的政党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野党对大国家党的制约力不可小

觑。也客观上要求执政的大国家党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完善政策主张，缓和同在野党之

间的矛盾。李明博涉嫌“BBK股票操纵”等四大嫌疑并没有在民众中完全解除。国会对“李明博的特

别调查”结果，将关系到李明博的政治前途：如果顺利过关并在2008年2月25日正式就职，就可获得

刑事豁免权；如果调查发现其“有罪”，则有被取消总统当选人资格或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也可

能会成为在野党攻击他的武器，并且会影响到2008年4月的国会选举。如何避免出现卢武铉时期“弹

劾总统”的“非正常局面”，终止朝野的对峙和争斗，也是新政权的重要挑战课题。李明博是温和

的中右派，并且他强调：“我们的政坛，需要新气象”，也许包含着他执政以后的新思路。 

    其次，李明博在大国家党内的基础较薄弱。李明博从来没有做过大国家党的党首，并非是党内

的核心人物，因此树立自己在党内的威信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团结党内的持不同政见

者、保持政局的稳定是其首要的政治任务。李明博出身贫寒，他的成就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在党内

的势力不如朴槿惠，从2007年8月20日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结果上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李明博

仅以1.5个百分点（2452票）的微弱优势战胜朴槿惠，当选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这说明，朴瑾惠在

党内的势力还是相当雄厚的，她在右派人士和部分地方势力当中仍然享有一定地位，由于票数相差

甚微，超出当初的预想，朴槿惠的支持者是否接受竞选结果，今后也会成为大国家党的“心病”。

而且一些反对李明博的人还认为“李明博对党的发展贡献很少，外交安保能力差”。因此能否得到

党内外亲朴（槿惠）的势力支持，十分关键。曾创建大国家党并担任过大国家党总裁、第15届和第

16届总统候选人的李会昌11月7日宣布退党并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这对大国家党也是不小

的冲击。李会昌是老牌右派政客，代表较保守的政治势力，看不惯近年来的社会变迁，尤其反对与

朝鲜和解。他对李明博还抱有一些成见，认为他在“国家认同性上缺乏明确的信念和哲学”。所以

这部分势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他们是原来大国家党内比较强硬的代表势力。由此看来，李明博所面

临的主要挑战可能就是大国家党内部的因素，李明博能把大国家党内部的分裂弥合到什么程度，可



能会产生一些变数。为了防止党内出现分裂，李明博在12月11日表示：“我将和前代表朴槿惠一起

创建政权，之后还会作为协商主要国政悬案的政治合作伙伴共同前进。”李明博承诺说，今后将守

护把党权和大权分开而论的大国家党党章党规，2008年的国会选举也会以党代表为中心举行。这句

话的意思是说，即使自己当上了总统，也会承认朴槿惠在党内的地位。李明博还表示，将推进与朴

槿惠和大国家党代表姜在涉举行定期会晤。李明博能否发挥统合党的领导才能，将成为检验新政权

是否稳定的试金石。 

    经济：振兴与“图强”的诉求 

    李明博以曾经营现代建设公司和担任首都首尔市长的傲人政绩，强势问鼎总统宝座。他推出对

企业友善计划以振兴经济的课题，深深地打动了选民的心，也满足了韩国民众对经济振兴的诉求。

因此，克服卢武铉政府时期在经济领域的“无能”表现及弊端，重振经济和改善民生是李明博政权

最迫切的问题。他在12月20日当选后阐述施政纲领时表示，在振兴经济的基础上，将国家利益与

“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相结合，把韩国建设成“世界强国”。 

    众所周知，卢武铉政权所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并没有获得令人期待的效果，经济建树不多。被

指责的方面主要有：政府为了平衡分配，限制大企业在首都圈的投资，将170多个公营企事业单位机

构迁往全国各地区。然而，大企业却以移资国外反抗政府管制。投资的减少，加之国际油价上涨和

韩元升值，使得韩国经济陷于低迷，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低于4%,年均经济增长率4.3%，和金泳三政

府的7.1%、金大中政府的7.2%(金融危机第二年的1998年除外)相比大幅降低。政府为打击房地产投

机，试图以重税政策遏制房地产价格，其结果却适得其反，房地产商的投机炒作，使房价、地价一

路上涨，全国公寓价格平均暴涨了64%,普通民众都买不起房。加之税负增多、国债增加，为了支付

房屋贷款与信用卡开支，韩国的家庭负债也创下了史上新高，到2006年底为止家庭借款总额为582兆

韩元，比2005年增长了11.6%。卢武铉政权在这5年里始终提倡分配和福利，但贫富差距更加严重，

两极化的裂痕也进一步加深。 

    针对这些情况，李明博把拼经济当做他竞选和施政纲领的主轴，并表示：“不愿意只是当个最

高权力者，他要做的是‘国家的CEO’，带领韩国奔向未来！”为此，他提出了“747”振兴经济的

目标。他表示，如果能当选总统，经济气氛将焕然一新，一定产生企业投资、海外投资涌入的“李

明博效应”。李明博施政纲领的关键词为“747经济发展计划”，即韩国经济以每年至少7％的速度

增长；再花10年左右时间，韩国人均年收入将达到4万美元，韩国将发展为世界第7大经济体（目前

韩国世界排名第11位）。他还承诺在５年任期内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承诺实现115%的住宅普及

率，进入第二套房时代。此外，承诺向每对平民新婚夫妇义务提供一套面积小于83平方米的住宅。

政府向婴幼儿提供更好的医疗补助等。并且展示了清晰的政策走向，刺激经济增长、加速韩国经济

转型，使韩国从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拥有成熟服务业的全面发展的新市场。李明博当选

后，发表讲话感谢选民的支持和厚爱，发誓要遵守竞选诺言，实现韩国经济的振兴，“经济优先”

论为“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基础。 

    外交：平衡与务实的选择 

    李明博政府诞生在韩国革新与保守势力政权的轮替时期，韩国社会面临着“变与不变的抉

择”，在外交方面，近年来韩国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将采取什么样

的对外政策，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李明博将会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

“平衡外交”原则下，展开经济外交攻势。 

    一方面，从平衡的角度出发，李明博强调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保持良好的合作

关系，希望通过大国之间的同盟及协作关系，解决朝鲜半岛的冷战局势，从而在该地区创造和平与

发展的格局。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硕熙认为，李明博的外交取向较其两位竞争对手更加务

实，而这种平衡外交的思维有利于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李明博主政以后，将在与中国保

持全面的合作关系的同时，主张立足于传统的友好关系基础，强调共同价值和相互利益，建立新的



韩美同盟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保持平衡外交，才能对韩国与周边大国都有利，保证朝鲜半岛的和

平；他强调同美、中等大国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而绝非外界所传的“亲美日、反中国”。虽

然传统的保守势力向来是亲美的，重视美国对于韩国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但由于地缘政治

和文化的因素、中韩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飞速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韩国发展不可分离的重

要部分”。李明博在大选期间也强调同中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是东北亚地区的大

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及保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朝

鲜半岛的形势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

合作。中国在推进“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并最终实现永久和平机制问题上，更有着其他

国家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李明博新政府，也会从面向未来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和平发展对

地区和世界局势稳定所起的正面作用，更加重视对华关系。中韩友好符合韩国利益, 李明博绝不可

能改变这种趋势, 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将是李明博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一贯重视和推动中韩

全面合作关系的发展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致力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期盼李明博能够通过自

己的努力，使新政府的建立成为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的良好契机。但也不应忽视两国在历史和文化

方面的“冲突”。在对日关系上，韩国党内外与李明博意见不合的政治家和政客称他为“亲日

派”。但事实上李明博经常强调韩美、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却很少涉及韩日关系。在他的言论中，

也找不到美言日本的记录。2006年8月15日，李明博指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韩日关系，严重

伤害了所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日本若想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建立面向

未来的关系，就必须根本解决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另一方面，从要树立经济领导人形象的角度出发，李明博将采取务实的经济外交策略。从20世

纪80年代后期开始，李明博一直主张与俄罗斯东部、中国北部地区和蒙古合作，共同推进资源、资

本、人力的交流与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构想。因此，李明博成为大选候选人后的首个访问地本来应该

是美国，但从要树立经济领导人形象的角度出发，他曾表示要首先选择俄罗斯。在朝韩关系上，李

明博20日上午在首尔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上表示“要开创‘韩半岛无核和平时代’”，他表示“将

说服朝鲜，让他们知道弃核有利于保持体制，也有利于朝鲜人民。要施行实用主义外交，南北合作

也以此原则推进，南北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弃核，只有弃核才能有真正的南北经济交流。”李明博

表示，如果朝鲜在年内采取核设施去功能化措施，并在2008年进入正式的核废除阶段，下届政府将

与朝鲜共同组成“为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的协议体”，将朝鲜的人均国民收入提升到3000美元。他

还强调要遵循六方会谈有关协议，构建韩朝经济共同体。承诺设立一笔400亿美元国际发展基金，在

朝鲜建设5个自由经济区，重建基础设施。南北对话与和解是历史大势所趋，符合韩朝双方利益。作

为韩国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总统，李明博熟悉经济。他的实用主义原则表明，他将不会对卢武铉政

府的外交政策全盘否定，而是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和改进。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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