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8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3年5月8日(星期三)點熱

納吉布昨日為《前鋒報》標題辯護，反問外界為何「不抨擊中文報
章」，又指反對派人民聯盟(民聯)成員民主行動黨誤導華社，導致

「華人海嘯」。執政長達22年的前總理馬哈蒂爾昨日也指責華人投給反對
黨，是「推開了馬來人所伸出的友誼之手」，又指稱行動黨的目的「就是
要讓華社憎恨馬來社會」。

《前鋒報》稱華人非法集會「惡心」

《前鋒報》昨日的頭版刊登兩張網上照片，指控行動黨支持者展開挑
釁，包括吉隆坡民眾的黑衣快閃抗議。該報批評華人試圖扶持反對派領
袖安華來獲取「無人的政治權力」，稱雖然行動黨贏得許多議席，但

「令人惡心的是」華人依然不滿足，要發動非法集會製造問題。
報道隨即受到網民不分種族地炮轟，批評《前鋒報》煽動種族情緒，

「難道你要513悲劇重演嗎？」。有人留言質疑納吉布「為何讓《前鋒報》
冠上這樣的頭條？」又指該報「用膝蓋思考」，並質問若華文報章也打出
類似標題，馬來人又有何感受。

違反新聞操守 加深族群猜疑

被視為巫統中開明派的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賽夫丁阿都拉，不認同《前
鋒報》的做法，「我輸掉，但我不怪罪任何人。」民聯另一成員、伊斯蘭
黨總秘書慕斯達法阿里昨日發聲明，呼籲執法部門履行職責，阻止有人煽
動種族情緒。他表示，大選結果表明選民普遍拒絕國陣，不分任何群體，
不點名批評納吉布的「華人海嘯」論。

馬來西亞半島新聞從業員職工會(NUJM)亦批評《前鋒報》嚴重誤導和
挑釁，指該報並無秉持新聞專業原則與操守，失去客觀與中立性。NUJM
指，政客將國陣失利完全歸咎為「華人海嘯」無合理事實根據，反而輿論
普遍指，大選結果實為一場「都市海嘯」，《前鋒報》有意無意挑起某族
群不滿，加深各族之間的猜疑。

馬來人特權政策導致不少華人與印裔新一代被迫到海外升學和就業，造
成嚴重人才外流，打擊大馬經濟增長前景。今次大選中，不少外流華人青
年紛紛回國投票，不再遵循父執輩要忍氣吞聲的告誡，馬華公會旗下《星
報》總編輯黃振威就坦言：「下一次大選總會來臨，國陣絕對不能放棄華
人。」 ■AsiaOne網站/當今大馬網站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前日將執

政國民陣線(國陣)的選舉失利歸咎

於「華人海嘯」，國陣成員巫統

的喉舌報《馬來西亞前鋒報》昨

日隨即以頭版跨頁大字標題質問

「華人還要甚麼？」，批評華人受

反對派民主行動黨的種族主義

思想影響，「背叛國陣」。分析

認為，今次大選反映華人選民

的醒覺，成為大馬政治新變

數，若國陣不積極改革，留戀

過去特權，始終要被淘汰。

執政黨報章挑種族爭端 不改革難逃倒台

分析指出，大馬增長前景不明朗、財赤高企、家庭負債比例上升，若納
吉布只顧以傾斜政策拉攏游離選民，而不檢討馬來人特權制度，回應華
人、印裔以至新一代馬來青年追求平等的聲音，反政府呼聲將會日益高
漲。

今次大選「首投族」是上屆的4倍，這些新一代年輕人較重視平等、透
明度及民主管治，多於傳統種族議題。評論認為，執政黨若要長治久安，
必須正視這些問題。近年有過百萬大馬人到海外留學工作，「社會不公」
成為人才流失主因，若非大馬經濟根基良好，否則早已受到影響。

■菲律賓ABS-CBN電視台

經濟前景不明朗

分析促檢討特權制

反對派人民聯盟(民聯)

領袖安華（右圖）昨日聲

言，未來數周內會公開執

政國陣的舞弊證據，並指

今晚舉行的大集會，將是

推動改革選舉制度的「猛

烈行動」。選前表示民聯

一旦落敗便會退出政壇的

安華說，除非解決選舉舞

弊問題，否則不會引退。

■法新社

安華不引退 聲言公開舞弊證據

大選落幕，總理納吉布明言經「華人海嘯」
衝擊，國陣失去大量華人選民支持。自英國殖
民統治「分而治之」政策，加上一直以來國陣
在巫統主導下，推行傾向馬來人的種族政策，
並透過選區劃分等手段鞏固馬來人選舉勢力，
令華人在參政等方面大受制約。

政治取態分歧 馬華成兩族磨心

1969年爆發「513事件」（見圖）後，大馬實行
新經濟政策，加劇民族鬥爭。作為大馬華人代
表的馬華公會發起大企業進行經濟自救，但不
到10年便被統治者施壓腰斬。1990年代初，馬華
公會領袖林良實力爭成立由各族組成的「經濟
協商理事會」，檢討已到期的20年新經濟政策，
政府讓步，但華人政治空間仍受限制。

在獨立憲法制定過程，巫統自認馬來人當享

特權地位，馬華堅持保有既得權並力爭公民地
位，經多次談判和協商，最終巫統在公民權限
期開放與保留民族特性等作讓步，但在特權、
語言、教育等範疇，馬華不
得不讓步。因此衍生許多不
平等政策，獨立憲法基本上
延續殖民統治的特權規定。

早期移居大馬的華人來自
中國沿海各省，有不同方言
群體，存在矛盾與利益之
爭。大馬獨立後，華團政治
取態分歧等，導致分裂浮
面，成為華人政治發展的最
大掣肘。馬華既是國陣成
員，又是華社代表，成為兩
族矛盾磨心。分析認為，華

人參政難有真正震憾性突破；若維持現狀穩
定，進而在全球化下設法擴大權益範圍，應是
較好的選擇。 ■綜合報道

英殖民統治遺禍 華人參政受限

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貿易夥伴，華經濟崛起帶動去年與大馬的雙邊
貿易額達948億美元(約7,358億港元)，並有望繼續增加。檳城不少基建
計劃倚靠中國政府借貸融資，當地人坦言「中國人如今比海外華僑更
有錢」，分析認為會有更多大馬華人到中國投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胡逸山稱，目前
大部分中馬貿易由大馬華人促成，他們希望透過兩國獨特聯繫，把握
中國無限商機。有反對派民主行動黨議員表示，馬來人特權制度至今
仍然存在，華人發展事業受阻，感到遭標籤為「二等公民」，到中國尋
找機會是另一出路。

■英國廣播公司

被標籤「二等公民」 紛赴華尋出路

2008年金融海嘯後，大馬總理納吉布尋求中國協助，打救
出口為主的經濟，中馬自此加強在金融、基建發展、科學、
教育等範疇合作，至今大馬已是中國最大的東盟貿易夥伴。
但其後美國推動「重返亞太」戰略，自然樂見較親西方的反
對派領袖安華上台，增加區內影響力。

納吉布去年訪問廣西，主持中馬合作的欽州產業園區動工
儀式。納吉布早前宣布將明年定為「馬中友好年」，中方借出
兩隻大熊貓慶祝。

安華早年陷入雞姦官司期間，《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
警告若他被定罪會影響美國及大馬雙邊關係。安華接受《華
爾街日報》訪問時，表明支持以色列自衛，與大馬支持巴勒
斯坦人的主流立場迥異。

有觀察家指，雖然不少大馬民眾對執政黨失望，但擔心安
華得勢會令中國投資項目叫停，形容他們在兩大陣營取捨，
儼如間接支持中國或美國。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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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陣成員馬華公會在大選慘敗，總會長蔡細歷表明不尋求連任，亦不會
擔任官職。輿論指，這是馬華重新「洗牌」良機，在黨內選舉吸納新血，
有助重振聲威。但有人擔心馬華若不入閣，會出現內閣無華人代表的不利
局面。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任曉表示，華人在大馬經濟佔重要地
位，打擊華人會影響經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隨㠥印尼總統蘇哈托
下台，東南亞排華的大氣氛基本消除，認為納吉布不可能對華人秋後算
賬。

有馬華高層認為，國陣是1969年「513事件」後成立的政治組織，有必
要重整與時並進，若不思改革，下屆大選將面臨更嚴峻考驗。 ■中新社

打擊華人勢挫經濟

華學者：不會秋後算賬

印尼
華人總數：近1,000萬，佔

人口5%

生活概況：歷史上發生過

1740年「紅溪慘案」、1965

年「930事件」和1998年

「黑色5月」等排華事件，

部分極端勢力認為華人是

「貧富懸殊禍首、民族融合

絆腳石」，反對取消針對華

人的歧視政策。印尼華人

透過創業，較富裕，但政

治地位和保障太少，被稱

為「富裕的弱勢群體」。

泰國
華人總數：約700萬，佔人

口12%

生活概況：1990年代，泰

國華裔總理輩出，前總理

他信的內閣，過半閣員有

華人血統。泰國向來對華

人較友好，對華人同化政

策比較溫和。因泰王給予

特殊待遇，華人與歐商競

爭時佔盡優勢。華人融入

當地社會，取得相應政經

地位。

菲律賓
華人總數：約100萬，佔人

口1%

生活概況：戰後至1970年

代中期對華人實行嚴厲入

籍政策，1974年中菲建交

後 ， 華 人 從 僑 民 轉 為 公

民，基本享有與菲國土著

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權

益。華人謹慎參與各種政

治活動，但社會仍暗存排

華傾向。

馬來西亞
華人總數：約640萬，佔人

口24.6%

生活概況：大馬推行傾向

馬來人的政策，對華人諸

多限制，如規定各工作場

合的馬來人，必須反映佔

全國人數的比例，即至少

50%。執政國陣雖然吸納華

人政黨馬華公會，但馬華

經常被指與華人利益背道

而馳。

新加坡
華人總數：約500萬，佔人

口76%

生 活 概 況 ： 新 加 坡 獨 立

前，華人及馬來人經常爆

發種族衝突，獨立後政局

轉趨穩定，逐步實行和諧

種族政策。

■本報資料室

東南亞華人政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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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納吉布(右)早前投票後向選民謝票。新華社

■溫家寶去年與納吉布(右)出席

欽州產業園動工儀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