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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法院8月25日作出一审
判决，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因
行贿等罪名被判处5年监禁。虽
然其律师表示将上诉，但李在镕
可能将成为三星成立 79 年来第
一名被判实刑的掌门人。

23岁入职三星，而后留学日
本和美国，33岁加入三星管理层，
作为财阀第三代的李在镕有着普
通韩国人难以企及的华丽履历。

2014年其父亲、三星电子会
长李健熙患心梗昏迷不醒之后，
时年 46 岁的李在镕作为继承者
接过三星的权杖。过去三年间，
李在镕在接班之路上看似风光无
限，但尚未坐稳大位，便因卷入韩
国时任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
件而陷入困境，甚至还被判刑。

韩国财阀中闹出丑闻而被判
刑者甚众，他们的违法行为多与
家族企业的继承有关。李在镕也
没能逃脱这样的宿命，“继承者”
的身份早已为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埋下伏笔。

含着“金汤匙”出生

李在镕出生于 1968年，父亲
是韩国首富、韩国最大企业三星
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母
亲是韩国《中央日报》会长的女儿
洪罗喜。得益于母亲的天生丽
质，李在镕和三个妹妹都“颜值”
超高，像极了韩剧《继承者们》中
的豪门子弟。

作为家里的独子，李在镕从
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早早就
被作为接班人精心培养。而天资
聪颖的他也没有辜负家族的期
望，顺利考入韩国顶级学府首尔
大学。

1991 年，当时还未大学毕业
的李在镕就进入了三星。随后，
在父亲李健熙的安排下，他先赴
日本留学，获得了庆应义塾大学
的MBA学位，后又在美国哈佛商
学院留学五年，读完了博士课程。

2001年，留学归国的李在镕
回归三星。在之后的十几年里，
他行事低调，总是跟随在父亲的
身后虚心学习，鲜少在媒体上曝
光。有人评价说，与父亲李健熙
的“帝王范儿”不同，李在镕性格
温和，平易近人，有着不错的公众
形象。有媒体甚至捕捉到李在镕

独自出门不带随从的样子。身为
韩国顶级财阀家族的重要成员，
身边却没有成群的保镖，这让韩
国人看到了李在镕的与众不同。

让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有李在
镕的豪门婚礼。1998年，李在镕
与当时韩国排名第一的食品公司
大象集团总裁的千金林世玲在韩
国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这场两
大财阀的联姻，几乎吸引了韩国
半个政商圈权贵参加。

然而好景不长。2009年，林
世玲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要求的

“分手费”高达千亿韩元。这场世
纪婚姻最终黯然落幕，令人唏嘘。

从幕后走向台前

一直以来，李健熙被誉为三
星的精神领袖。正是在他的领导
下，三星得以发展成为一家真正
的顶级跨国公司。

在父亲的影子下，李在镕尽
管在2012年就已被任命为三星电
子副会长，但却鲜有亮眼的业
绩。真正将李在镕推向台前的，
还是父亲李健熙的病倒。2014年
5月，72岁的李健熙突发心肌梗
死入院治疗，此后一直昏迷至
今。作为唯一的男性继承者，李
在镕当仁不让，正式成为三星集
团的实际控制人。

2014年以后，三星电子连续多
个季度出现利润下滑。李在镕直
面挑战，试图为一直高度依赖智能
手机业务的三星寻找新的增长动
力和盈利来源。他通过大手笔的
企业并购，大胆清理非核心经营领
域，并将三星的未来方向瞄准医
药、生物和IT的融合领域。有业内
人士点评称，接班三年来，李在镕
励精图治，表现可圈可点。

然而进入2016年后，三星新
推出的盖乐世NOTE7手机上市后
不久便出现电池爆炸问题，令三
星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尽
管三星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残局，
但公司内却没有一位高层人士出
面对此负责。《赫芬顿邮报》韩国
版评论说，这与李健熙时代三星
对质量问题的处理形成鲜明对
比。上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三
星手机质量，李健熙曾当着2000
多员工的面烧掉15万部品质不良
的手机，震惊韩国。正是以这样

的决心狠抓质量，三星电子才得
以迅速崛起，抢占多个世界第一
的宝座。显然，与父亲相比，李在
镕的领导魄力还不够。

为接班铸下大错

外界曾一度期待，深受西方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熏陶的李在
镕，或将革除父亲时代惯有的政
商勾结、秘密资金、内幕交易等财
阀弊病，引领三星走上更健康的
成长轨道。但父亲的突然倒下使
得李在镕要在仓促之间完成接班

“大计”，他不仅没能与旧式财阀
弊病一刀两断，反而为了接班不
惜“铤而走险”。

2015 年 5 月，在巨大的争议
声中，李在镕主导强推三星集团
旗下的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合
并，成立了新的三星物产，而他自
己则以 16.5%的持股比例成为新
三星物产的第一大股东。新三星
物 产 不 仅 直 接 持 有 三 星 电 子
4.06%的股份，还通过持有三星生
命而间接控制着三星电子7.6%的
股份。鉴于新公司在三星集团股
权控制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可以
认为，这次合并对李在镕的接班
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这场关键的合并却持续
遭到非议。外界一直质疑三星刻
意低估三星物产的价值，以牺牲
其他股东利益的方式达成合并目
的。2016年底朴槿惠“亲信干政”
事件曝光后，三星涉嫌向朴槿惠

“亲信”崔顺实行贿 430 亿韩元
（约合3800万美元），以换取三星
物产的大股东——韩国政府控制
的国民年金批准这一合并交易的
事实浮出水面。李在镕为此受到
检方传唤讯问，并最终于今年 2
月被批准逮捕。

在此后的庭审中，三星配备
了强大的律师阵容，信誓旦旦要
为李在镕“讨回公道”，但最终也
没能阻止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
在不久前的最后一次庭审中，当
检方提出要求判他12年监禁时，
一向表现自信沉稳的李在镕忍不
住当场落泪，哭诉错在自己。

韩式继承者的困境

有媒体评论说，如果不是三
星的继承者，李在镕或许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商人或者有口皆碑的
学者。然而，当他背负了整个家
族的责任时，李在镕似乎难以摆
脱财阀家族的宿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在镕的
悲剧，正是韩式财阀继承者困境
的一个缩影。不菲的继承税和赠
与税是横亘在财阀继承者面前的

“一座大山”。根据韩国法律，超
过一定金额的继承与赠与均需纳
税，而这必然将使家族所持有的
股份被日益稀释。近年来，财阀
家族为以“较小代价”实现经营权
的交接，往往采取非常规方式，内
幕交易、低价收购、偷税逃税等不
法现象屡见不鲜，越来越招致舆
论和民众的不满。

2003 年的 SK 国际财务欺诈
案，2006年的现代Glovis丑闻，还
有 2008 年导致李健熙被判缓刑
的三星特检案，其根源都是为了
保住家族经营权和为下一代接手
铺路。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李在镕
“铤而走险”，也是为了避免缴纳
可能高达6万亿韩元（约合53亿
美元）的遗产税，尽快实现对三星
的控制。为此，他最终选择进行
非法交易，向总统亲信行贿，侵害
公众和股东利益，企图继续通过
持有少数股份便轻而易举地实现
对一个庞大财阀帝国的控制。

李在镕被推上审判台，对他
个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劫，但对
三星以及其他韩国财阀来说，或
许是个难得的契机。

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财
阀家族仅持有少数股份，却通过
复杂的股权结构实现对庞大企业
集团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对企业领
导职务世袭罔替式的占有，这种
管理模式已严重落后于时代，也
违背民主原则和商业精神。

未来，韩国财阀改进公司治
理、增强透明度乃是大势所趋，而
继承者们的接班之路也必将越来
越坎坷。

而在“后李在镕”时代，三星
将何去何从？是像市场预测的那
样仍由李在镕在狱中遥控指挥，
还是由其妹李富真接班掌舵，抑
或是从此走上由职业经理人管理
的道路，还需拭目以待。

（新华社首尔8月25日电）

韩式财阀继承人难逃悲剧宿命

三星“太子”李在镕获刑5年
当地时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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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称，三星并未就集团接
班人问题准备“B计划”。这令投资
者担心李在镕获刑后，三星会陷入
权力真空。

妹妹接棒？无股份难
掌大局

坊间有传李在镕的妹妹李富真
将会接替哥哥，但分析认为，李富真
在三星电子内缺乏人脉，更何况她
手上没有股份，根本没有权力掌控
大局。

知情人士还透露，李富真集中
处理酒店业务，李在镕则控制技术
相关业务，他们位置已经定好，决策
程序不会轻易改变。

三星去年宣布6项并购计划，今
年迄今一项也没有，这多少与李在
镕2月份被捕有关。分析称，三星纵
使能维持日常营运，但恐怕难以进
行长远策略或大型并购的决定。

为推卸责任，自认“无
才、短视”

另一方面，李在镕为求脱罪，在
庭上强调自己不参与所有决策，对
于电子业务以外的事，他所知甚
少。被问到为何不清楚三星向崔顺
实提供贿款，李在镕当时回答“其他
人说没事，我就相信了”，还称是审
讯让他了解到更多内情。

韩国庆熙大学教授权永竣（译
音）认为，李在镕不惜把自己描绘成
一个没有才能、缺乏视野的领袖，他
将会因小失大。另有意见认为，李
在镕等于亲口承认管治失当，不愿
承担责任。 （中新）

“太子”获刑
谁来接班？
三星被指或无“B计划”

8月25日，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右二）抵达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据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24 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在克里姆林
宫接见煤炭行业代表时说，俄罗斯
煤炭储备可供开采超过500年。

普京说，俄罗斯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煤炭是其中重要的种类。俄
罗斯2017年将投入900亿卢布（约
合15亿美元）发展煤炭行业。普京
说，煤炭行业的发展将带动俄东
部巨型港口的建设，从而使俄罗
斯在世界煤炭市场取得突破。

俄罗斯自然资源种类多，储量
大。俄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占世界
储量的35%，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已
探明储量占世界储量的 13%；煤、
铁、铝等的蕴藏量也居世界前列。

普京“炫富”
俄罗斯的煤
至少还够挖500年

据新华社曼谷8月25日电 泰国
最高法院25日因前总理英拉·西那
瓦未按要求前往法院出席其所涉及
的大米收购案宣判，向英拉发出逮捕
令，并将宣判日期推迟至9月27日。

据最高法院发表的声明，被告
英拉的律师团称，英拉因耳水不平
衡而严重晕眩，未能于当天前往法
院，请求法院推迟宣判时间。但英
拉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原告和法院
均不相信英拉生病，法院认为英拉
意欲“逃案”，对其发出逮捕令，并没
收其3000万泰铢（约合600万元人
民币）全额保释金。

有媒体25日报道称英拉已于
23日前往新加坡。法庭曾于 2015
年 5月判处英拉不能出境，要求其
亲自出席每次庭审。

英拉欲“逃案”？
泰国法院发出逮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