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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审朴朴槿槿惠惠不不新新鲜鲜
审审李李在在镕才才揪揪心心
本报记者 王昱

李在镕律师团要上诉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派
出由３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对
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主审法官金
镇东（音译）宣布，李在镕被控的
行贿、挪用公款、非法转移资产、
隐匿犯罪收入和作伪证５项罪
名全部成立，判处其５年监禁。

除李在镕外，三星集团另外
４名前高管也被判刑。其中，三星
电子前未来战略室室长、有李在
镕“导师”之称的崔志成被判４年
监禁。前未来战略室次长张忠基
也被判４年监禁。前三星电子社
长朴商镇获刑３年、缓刑５年。前
三星电子专务黄晟洙则被判２
年６个月、缓刑４年。

针对李在镕的量刑，作为
本案检方的特别检察组曾于本
月早些时候提议，应判处其１２
年监禁。但李在镕的律师团反
驳称，鉴于崔顺实当时的权力
和名望，三星集团别无选择，只
能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按金镇东的说法，法庭从
轻量刑的一个原因是三星集团
在这起案件中的“被动”地位。
他说：“被告并没有主动向总统
请托行贿，他们似乎只是被动
接受总统提出的要求。”

判决宣布后，李在镕的律
师团当庭表示将提出上述，特
检组则认为判决结果可以接
受。对于李在镕律师团的上诉
要求，特检组表示，将在二审中
再度“发力”，使李在镕等被告
获更重量刑。

关注度超朴槿惠案

自今年2月28日李在镕被
起诉以来，这场对“三星太子”
的审判历时178天。而在韩国人
眼中，这案子受到异乎寻常的
重视，甚至被誉为“世纪审判”。
重视到什么份儿上？8月7日，
李在镕案终审开庭，韩国市民
从前一天下午就开始排队争取
旁听资格，场面之火爆竟然盖
过不久之前审前总统朴槿惠和
其闺蜜崔顺实。

韩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对
李在镕的审判，当然跟这案子
牵连着朴槿惠案有重要关系。
李在镕被指控5项罪名，包括
行贿、贪污、向海外转移资产、
隐瞒犯罪所得以及作伪证。其
中，行贿是这5项罪名的核心。
据韩国检方指控，李在镕为促
成合并顺利接班三星经营权，
涉嫌向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
行贿，行贿金额高达433亿韩
元（折合人民币约2 . 6亿元）。
也就是说，如果李在镕这边定
罪，朴槿惠那厢就基本没跑了。
所以这是关键一战。

然而，韩国人重视李在镕
案的另一个原因，虽不好明说，
但却更为重要——— 很多人想看
看，韩国司法系统这次到底能
不能狠下心来，真的咬三星这
样的大财阀一口。

财阀以后免责难了

韩国人有句玩笑话：总统是
常换的，但三星是永恒的。的确，
相比于几年换一届的总统来说，
三星这样的财阀企业对韩国国
民的影响也许更大。身为韩国
人，你的吃穿用度、从买房子到
买手机，都得跟这个大企业打交
道。而面对这样全行业垄断的巨
无霸，韩国人的心态也十分复

杂——— 一方面，他们很为自己的
国家能培育出这样的大企业而
自豪，并由自豪而引发出了“护
犊子”的心态，从电视台到报纸，
平时都不怎么报三星的负面新
闻。另一方面，韩国人恐怕也心
知肚明，三星等财阀这几十年的
超速发展，背后没有政府撑腰甚
至官商勾结是不可能的，这样的
政商关系显然不正常，早晚要出
问题，但韩国人又不愿意点破，
因为这些财阀实在太大，已经绑
架了国家。

韩国民众的这种心态，其
实也就是韩国司法的心态。众
所周知，韩国总统是以结局悲
惨闻名于世的，大多数总统在
下台后都要被带上法庭问责，
很多都涉及贪污问题。然而，韩
国司法之前审这类案子时，总
会绕着三星这样的大财阀走。
甭管总统怎么被折腾，财阀从
来不会被问罪。比如，目前为止
唯一得了“善终”的前总统李明
博，很多人猜测他之所以命好，
就是因为跟财阀关系铁，本身
就在“现代”做到过高层，法院
投鼠忌器，才不敢碰他。

然而，此次朴槿惠下台的风
波，却打破了财阀多年不破的金
身。韩国民众多年来对财阀的隐
忍终于在巨额的行贿案面前土
崩瓦解了。司法系统在庞大的社
会压力下不得不一查到底，这才
揪出了李在镕这个三星事实上
的掌门人过堂。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是李在镕案而不是朴槿惠案
被称为“世纪审判”——— 在韩国，
审前总统不新鲜，审三星掌门人
这样的大财阀却很少见。因为财
阀才是这个国家政治事实上的
掌控者，是韩国国家命运的主
宰，也是真正应该为韩国不停动
荡的政坛负责的人。

大大米米收收购购案案宣宣判判延延期期，，英英拉拉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泰国最高法院原定２５日
宣判的大米收购案，因被告、前
总理英拉没有出庭而被迫推
迟。原定上午９时开始的宣判，
因被告席一直空着而无法进
行。半个多小时后，英拉的律师
告诉法官，英拉因中耳迷路积
水导致头晕耳鸣，无法出庭。法
官商议后认定对律师陈述不予
采信，在对英拉发出逮捕令的
同时，宣布将裁决推迟到９月
２７日。

自始至终，英拉不知所踪。
那么，英拉究竟去哪儿了呢？

自宣判前一天，泰国坊间
就传出不少关于英拉逃亡的消
息。不少消息似是而非却又似
非而是。直至当晚还有媒体称，
英拉仍在自己的寓所，并未逃
离。

但是又有人注意到，英拉

２４日上午在社交网站脸书上
贴出一篇不短的文字，劝告支
持者不要在２５日宣判日这天
前往最高法院，担心可能发生
暴力事件。她还说，有“第三只
手”可能会在现场制造混乱。据
此，有人判断，英拉实际上从一
开始就没有打算出庭。

事实上，在宣判前，大多数
人都推测，法院会对英拉作出

“判定有罪，但缓期执行监禁”
的裁决。这种“判而不决”的策
略，一方面可以对英拉在大米
收购案中存在的滥权舞弊违法
行为进行定性；另一方面可以
用“延时惩罚”的手法对英拉未
来的活动加以牵制，为当局留
出余地。有了这一“余地”，当局
就可以进退自如、收放自若，算
是一招顾全大局、避免动荡，又
将对手捏在手中的缓兵之计。

而英拉的不出庭，实际上
是在避免被对方的“缓兵”拖
累。她不出庭，于自己也是“缓

兵”之策——— 在时间上推迟庭
审，在空间上获得行动自由。

对法院和军政府而言，英

拉都是一个值得小心的对手。
虽然她已不是总理，但她毕竟
在泰国国内还拥有大批支持
者，仅她的“脸书”账号就有超
过６００万关注者。更重要的是，
自英拉的兄长他信２００６年被政
变推翻后，英拉就成了他信支
持者“红衫军”的一面旗帜。她
的一举一动，会让这些年略显
平静的泰国政治再起波澜。

眼下，英拉的去处有三。一
是被逮捕拘禁，直至９月底的庭
审宣判；二是继续不知所踪，在
暗处静观其变；三是逃离泰国，
和她兄长一样开始流亡生活。
对于政府而言，最后一个去处
或许是他们最愿看到的结局。

但不管怎样，英拉一案，已
经成为泰国政局的新看点，甚
至会成为拐点。

据新华社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8月25日，这句话在韩国老百姓那里估计有了不同的含义：当地时间25
日下午，韩国法院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行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在镕获刑5年。现年49岁的三星集
团实际领导人、被誉为“三星太子”的李在镕，终于迎来决定他命运的“黑色星期五”。虽然这已经是最
轻量刑，但李在镕的律师团仍表示将提起上诉。

8月25日，李在镕抵达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新华社发

泰国前总理英拉(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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