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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貼前晚與多名示威者通宵留守財政
部，又將辦公室變成示威總部，他

稱不擔心政府威脅採取法律行動。示威行
動發言人稱會在今日發起「全國大行
動」，以癱瘓政府和國家機構運作，「令
它們無法為（前總理、現總理英祿的兄長）
他信辦事」。前總理阿披實批評英祿是

「泰國貪腐風氣的中心」。

3年前釀90死 憂慘劇重演

大批親政府人士則在曼谷一個運動場集
會，強調反對派停止示威前不會離開。泰
國瑪希敦大學專家埃克彭認為，雙方不易
達成和解，若情況惡化，短期內可能爆發
流血衝突。支持他信的「紅衫軍」2010年
在曼谷集會期間，與警爆發武力衝突，造
成近90死，不少人擔憂慘劇或重演。

大批示威者昨到4個政府部門大樓外聚
集，逾千人到內政部大閘外搖旗吹哨子，
又切斷大樓水電供應；保安員和職員反鎖
大閘拒絕離開，示威者稱會在閘外通宵留
守。另有大批示威者遊行到總理府時遭警
方阻攔，雙方對峙近15分鐘後，示威者後
撤。

昨日示威大致和平，部分地區出現零星
衝突。民主黨辦公室昨晨發現一枚已拔去
安全針的老舊手榴彈，但未有爆炸，其後

炸彈小組撿走調查。
英祿前晚宣布擴大「內安法」實施範圍

後，警方增派人手到各地支援，駐守於電
訊商Thaicom訊號發射站等地點。「內安
法」賦予當局權力搜查、封路、解散聚會
甚至實施宵禁，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
拉多恩表示，已告知示威者在「內安法」
下擅闖政府建築屬違法。

英祿不信任動議料被否決

國會昨開始辯論反對派向英祿提出的不
信任動議，由於執政為泰黨控制國會，法
案料被否決。英祿重申，絕不會向示威者
使用暴力，又強調「不應以暴民政治推翻
法規」。就素貼提出成立人民政府，眾議
院批評此舉違憲，並稱英祿政府正是民
選。 ■法新社/路透社/《曼谷郵報》/

泰國《民族報》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昨日呼籲身在曼谷的公
民，不要接近示威地區和關注人身安全。本
港對泰國的黃色外遊警示仍然生效，保安局
提醒計劃前赴或已在當地的港人留意局勢，
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並避開示威或人群聚
集的地方。英國、法國、德國、新加坡、加
拿大等多國亦已發出旅遊警示，呼籲旅客避
免前往示威區和小心安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表示，中方作為
友好鄰邦，關注泰國局勢，希望各方通過對
話協商妥善解決分歧，避免局勢進一步動
盪。他強調，泰國的穩定不僅符合泰國人民
根本利益，亦有利於地區穩定與繁榮。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發表聲明，稱
美國政府密切關注泰國政局緊張升級和曼

谷示威發展，敦促各方克制，避免暴力行
為，又稱暴力侵佔公共和私有建築物的做
法無法接受，亦非解決政治分歧的方法。
普薩基亦要求泰國各方依照國際慣例，確
保新聞自由和記者人身安全。

旅業恐損失60億

泰國觀光局市場推廣及通訊副局長蘇格
爾表示，暫未收到遊客取消行程的報告，
但隨 「內安法」擴大實施範圍，他憂慮
其他國家提升旅遊警戒級別會重創泰國旅
遊業，令下月訪泰旅客按年大幅下挫8%至
10%，旅遊業損失料將高達250億泰銖(約
60.4億港元)。

■《曼谷郵報》

泰國政局不穩，觸發投資者撤資潮，拋
售泰國股票和債券，該國股匯債市持續受
壓。泰國商業銀行發表報告指，政治僵局
恐加劇美國聯儲局醞釀退市帶來的風險，
重創泰國旅遊業和本土消費，敦促各方盡
快結束政治衝突；該行總裁坎尼卡指，若
示威能在短時間內結束，泰國明年經濟增
長有望增加4至5個百分點。

泰國財政部前日拍賣3年期債券，僅籌
得370億泰銖(約89億港元)，只及目標金
額的一半，孳息率為3.53厘，亦較正常水
平高約39基點，反映投資者信心不斷流

失。10年期債息本月大漲35基
點，昨日曾升至4.29厘。彭博數
據顯示，海外投資者本月從泰股
撤走近23億美元(約178億港元)，
拖累泰股累積回落近6%，泰銖亦
累跌2.7%，是11月表現第二差的亞
洲新興貨幣。

泰國工業聯會表示，許多會員都認
為解散下議院能滿足示威者訴求，呼籲
政府考慮這做法。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

《曼谷郵報》

英祿面對上任兩年來第二次不信任動議，雖預料仍能過關，但社
會反政府情緒高漲，領導示威的素貼更誓言「不成功不罷休」，英祿
處境以至泰國政局均不容樂觀。隨 反政府示威升級，親他信的

「紅衫軍」也開始集會展示力量。政治分析家指出，社會緊張情緒不
斷升溫，恐引致雙方「擦槍走火」，流血收場。

分析指，泰國政治奉行的實為威權主義而非民主主義，上層庇護下
層、下層忠於上層的庇護制政治文化在廣大農村仍根深柢固。報道
指，參與今次示威的並非全是民主黨支持者，部分人坦言只是不滿政
府所為，憤然站出來，反映社會對政黨假借民主、弄權為實的不滿。

泰國執政黨上台後往往修改憲法，以期任內一黨獨大，獨佔政府
資源，長期執政。憲法法院上周三裁定，執政聯盟修憲改變上議院
議員產生辦法的草案違憲，但執政為泰黨發表聲明，以法院干預國
會事務為由不接受裁決，反映泰國政黨把憲法視為爭權手段。

反對派企硬 誓根除他信政權

執政聯盟8月提出特赦法案，被指為流亡的他信回國鋪路，觸發反
對派發動大規模示威，上議院其後否決法案仍未能平息民憤。素貼
批評他信是泰國貪腐和社會分裂源頭，必須「根除他信政權」，反映
矛頭已由特赦法轉向推翻政府，強硬立場似沒妥協餘地。

另邊廂，泰王普密蓬的角色備受關注；雖然泰國軍事政變屢見不
鮮，但每次「成功」的政變背後均有泰王支持。普密蓬地位德高望
重，他的取態足以影響政局走向。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憲龍）曼谷記
者乍魯瓦(Teeranai Charuvastra)接受本報
訪問時稱，英祿強行推出特赦法案，為
他信回朝鋪路，固然是今次示威導火
線，然而她上台兩年來施政接連失誤，
拒絕修改嚴格的《叛逆法》，對2010年流
血衝突追究責任工作愛理不理，終激起

民眾上街。
目前反對陣營看來仍然克制，乍魯瓦認

為局勢發展視乎示威領袖一念之間，軍方
高層想法亦難以預測。談到3年前軍方向

「紅衫軍」開火導致流血收場，他稱不相
信軍方「夠膽」用同一方法對付
今日的「黃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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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反政府示威擴大，示威者繼前日佔領財政部和外交部後，昨日再兵

分四路，包圍農業部、旅遊及體育部、運輸部和內政部，準備今日將行動

擴至全國，佔領各地政府機構。法院昨批准警方的申請，向擅闖財政部的

在野民主黨領袖素貼發拘捕令，反他信的「黃衫軍」創辦人林明達呼籲支

持者加入示威和保護素貼。專家憂局勢若繼續升級，將爆發流血衝突。

多國發旅警
港維持黃色警示

反對派示威者聲稱傳媒報道偏頗，到5間國營電視台門外示威，又
襲擊一名被以為是「紅衫軍」的德國記者。東南亞記者聯盟昨發表
聲明，表示深切關注連串事件，認為會威脅泰國新聞自由和民眾言
論自由。

德國自由攝影記者諾斯蒂茨前日被示威領袖驅趕離場，事後更被
打傷。聲明指，他當時有臂章識別記者身份，並點名批評示威領袖
直接煽動暴力，不負責任。泰國外國記者會亦對此表示關注。

聲明又提到，示威者圍堵電視台會令人覺得是威脅傳媒按反對派
觀點報道，批評此舉與傳媒老闆和國家施壓無分別。

泰國廣播記者協會和泰國記者協會前日亦發表聯合聲明，反對示
威者圍堵新聞機構。雙方呼籲媒體報道要維持中立，政府應以和平
合法手段解決局面，並指傳媒高層不用理會示威者指控報道偏頗。

■泰國《民族報》

示威者圍5電視台打記者

親他信紅衫軍抗衡
恐「擦槍走火」

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學者帕溫認為，泰國反政府浪潮不斷
發酵，英祿政府未必有能力控制局勢，將可能促使軍方介入，甚至
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英祿。

帕溫指出，政變在泰國史上並不罕見，過去80年便發生過18次，
當中包括英祿兄長、前總理他信2006年被軍方推下台。帕溫表示：

「示威者為迫使軍方介入，可能會採取一切手段，最終導致政變。」
帕溫又指，對示威者而言，軍事政變符合「鏟除他信政權」的目
標，因此軍方一旦出手，反對派相信會樂於停止示威。

陸軍總司令巴育已下令在陸軍第一軍營設置指揮中心，避免民眾
衝擊政府部門，同時留意佔領外交部和財政部等示威者的動向。軍
方澄清絕對不會發動政變，認為此舉只會給國家造成更大損失，又
指政府尚未宣布實施緊急狀態法，軍隊不會介入維持社會秩序，相
信警方有能力控制當前情況。

帕溫卻認為無法排除政變的可能性，「軍方或許正等待最佳時機
出手干預政府事務。若他們認為現政府無力控制狀況，便很可能發
動政變。」 ■新華社

示威者圖令局勢失控
逼軍方政變

英祿懶理3年前責任
泰記者批自招惡果

政局不穩挫股匯債 美退市打擊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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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在內政部大樓外，隔 鐵絲

網和大閘與保安部隊對峙。 法新社

■一名僧人吹哨子為示威造勢。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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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政府示威者在財

政部外高喊口號。

路透社

■有人高舉「判他信

死刑」的標語牌。

路透社

■遭發拘捕令

泰國總理
英祿

反對派領袖
素貼

■被提不信

任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