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權奪利往往假「和平示威」

和「公民抗命」之名而行，泰國

民眾在反對派煽動下，肆意包圍

政府部門、「佔領」公共場所，

踐踏法律、秩序和民選政府的權

威，隨時導致兩敗俱傷，促使軍

方再次干政。英祿政府如何應對

危機，民眾能否保持冷靜，不被

反對派牽 鼻子走，將決定泰國

民主政治是浴火重生，還是萬劫

不復。

2010年，前總理他信支持者

「紅衫軍」發動反政府示威，當時

的民主黨政府武力鎮壓，導致逾

90人死、近2,000人傷。泰國內外

對上次悲劇猶有餘悸，如今在野

民主黨領袖素貼發動新一輪街頭

政治運動，聲稱和平集會卻鼓吹

示威者強闖政府總部，妨礙公

務。

目前雖未有流血事件，但示威

方式開始有升級跡象，前晚有防

暴警察遭投擲土製炸彈，有示威

者毆打記者，已是一個警訊，暴

露示威在「和平」外衣下的暴力

真相。當地政論家、資深記者宋

奇亞一針見血地指出，素貼一味

煽動示威者爭取「勝利」，不肯聽

取批評聲音，反映素貼缺乏耐

性，不明白公民抗命是長期消極抵抗的本質。

素貼聲稱目標是推翻「他信政權」，但又揚

言英祿下台後仍會繼續示威，而且他似乎忘

了，示威初衷只是反對特赦法案，而非政權更

迭。由此可見，泰國屢陷政治分裂的惡性循

環，正因為示威領袖的政治目標含糊不清，各

派政客口口聲聲要推動政治改革，但不說明清

楚如何實現。

法政大學學者素拉畿認為，目前政局對英祿

很不利，但絕不意味反對派勝出，畢竟英祿有

交出政績，政局和經濟發展平穩，從而建立主

流民意基礎，即便被迫下台也可望東山再起。

泰國再次面臨歷史的輪迴，每次都是類似模

式：紅衫軍和黃衫軍爭權輪流上台。在野反對

派挑起事端，逐步使行動升級，煽動民眾先是

示威，繼而搞破壞或佔領公共財產，政府窮於

應對示威者，被迫起訴反對派領袖，令局勢火

上澆油，最終雙方衝突以流血收場。

泰國當前最大挑戰，是如何從歷史中汲取教

訓，而非重蹈歷史

覆轍。

A 7 ■責任編輯：李鍾洲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3年11月28日(星期四)聞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泰國局勢持續緊張，雖然本港
保安局仍對泰國維持黃色外遊警示，但有本港旅行社已率先取消
所有泰國旅行團。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目前有大約30
至40個本港團在泰國，一切正常，未收到求助，只是有時遇上交
通擠塞。他稱，取消泰國團是個別旅行社商業決定，每天仍有約
10個旅行團赴泰。
縱橫遊昨發聲明指，由即日起至下月20日取消所有泰國旅行

團，預計影響8個團，旅客可選擇轉團、保留團費或全數退款。
縱橫遊發言人解釋，近日接到部分已報泰國團的顧客查詢退團，
故有此決定。發言人強調該安排僅屬提防性質，因外遊警示只是
黃色，所有泰國團行程都不會途經示威區，但擔憂會出現如2008
年示威者佔領機場等情況。

購物區不近示威 行程無礙

本港其他大部分旅行社均稱，在當地旅團不會經過示威區，行
程不受影響。康泰旅遊表示，當地團員非常安全，因示威區與旅
遊購物區差距至少有半小時車程，沒取消泰國團的考慮，但承認
近日報團顧客有所減少；永安旅遊表示，未有泰國團受影響，若
有顧客想退團或轉團，會按一般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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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亂恐傷經濟 突減息1/4厘
鑑於反政府活動可能損害投資信心、拖累經濟前景，

泰國央行昨日出乎意料減息1/4厘，至2.25厘，並將今
年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3%，拖累泰銖進一步走弱，跌
穿1美元兌32泰銖水平。

惠譽警告降級

評級機構惠譽前日警告，政局不穩損害投資者信心和
經濟增長，最終或導致泰國評級被調低。惠譽指出，雖
然泰國近年經濟表現較同為「BBB」評級的國家平均表
現為佳，但接連爆發政治危機，損害基建並限制經濟增
長。惠譽亦提到美國聯儲局臨近退市，警告政治危機只
會進一步加劇投資者不安情緒。

打擊出口 或致通縮

泰商務部總幹事西叻警告，政治亂局若持續，將損害
外國客戶對泰國貨品的信心，迄今已接到部分海外交易
商致電查詢示威情況及對船運安排的影響。她同時警
告，亂局會損害本土消費意慾，恐造成物價指數下跌，
甚至陷入通縮。 ■路透社/泰國《民族報》

曼谷反政府示威進行得如
火如荼，但示威區以外生活
一切如常，有遊客甚至不知
道市內爆發示威。分析指，
曼谷市民過去見證過太多次
大型示威，早已見怪不怪，
習以為常。
與家人一同來旅遊的43歲

英國遊客羅森稱，有留意事
態最新發展，但並不感到擔
憂。他每天會看泰國報紙跟
進狀況，酒店每日亦會告訴
他們應避免到哪些地區。
然而專家警告，隨 示威

者流動性增加和活動範圍擴
大，曼谷各地均可能在毫無
預警下突然爆發示威，認為
一般民眾和遊客應提高警
覺。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是
浴
火
重
生
？
還
是
萬
劫
不
復
？

李
鍾
洲

親他信「紅衫軍」2010年大規模示威，時任副總理的素貼授權保

安部隊鎮壓清場。事隔3年半，素貼調轉角色，走上街頭帶領反政

府示威，與其多年來政客形象成鮮明對比，博得「示威英雄」之

名。他受訪時稱，現任總理英祿無能力向他動武，亦否認有意與

軍隊合作，「我們希望行動是讓泰國人民暫時取得國家管治權。

64歲的素貼1979年當選國會議員，其間曾擔任通訊部長和副

農業部長等內閣職位。他多年來政壇形象圓滑，2008年洩漏的

一份美國外交電文更形容他為「幕後媒人」，與政壇不同陣營保

持密切聯繫。有傳素貼在前總理他信下台後仍然保持直接聯絡，

不過素貼多次否認。

「佔領」過火 民主黨爆分歧

素貼帶領示威者佔據政府部門的做法，在他所屬的民主黨內部也引

來不少質疑聲音。有資深黨員透露，以前總理阿披實和曼谷選區議員為

首的陣營，認為素貼做法過火，會為泰國帶來負面衝擊，最嚴重恐導致民

主黨被下令解散。他們傾向有序示威，並認為應以解散下議院為目標。

該資深黨員指出，分歧令民主黨陷入兩難，不少黨員希望該黨澄清不支持違

法佔領行為，但部分領袖擔心此舉會孤立素貼，損害示威士氣。民主黨高層對

素貼前晚提出的「非民選」政府同樣有異議，包括前財長科恩。

■路透社/泰國《民族報》

泰國反政府示威漸漸露出反民主的真面目。在野民主

黨領袖素貼昨日率領上萬名示威者，遊行往曼谷政府總

部及多個政府部門，繼續向總理英祿施壓，但人數比周

日的10萬人集會明顯減少。民主黨根據地南部各地亦有

大批示威者響應素貼號召，包圍政府機構。素貼更首次

表明，示威目的是要推翻英祿，然後成立非民選行政單

位治國，反映示威意在停止民主體制運作。

素貼前晚在集會上揚言：「若我們打倒(前總理)他信政權⋯⋯
我們會邀來各行各業人士組成人民會議，再由會議挑選擔

任總理和內閣部長的人選。」由於擁有龐大農村支持，親他信政
黨自2001年起從未在選舉中落敗，故素貼早前已拒絕重新舉行國
會選舉。

素貼率1.3萬人 布吉有示威

素貼形容示威者士氣高漲，相信「勝利已臨近」，又坦言要
「佔領所有政府機構」，癱瘓政府運作。他昨率領逾1.3萬名示威
者，包圍政府總部大樓和鄰近的泰國特別調查部，又宣布會在門
外通宵留守。能源部、商務部和工業部等政府辦公大樓亦遭示威
者包圍，不過內政部強調各部門仍然維持運作。
示威發言人阿卡納前日號召發起全國行動，泰國24個府均有示

威者響應，當中4個府位處親他信家族的北部和東北部，其他則
來自屬於民主黨根據地的南部。著名旅遊勝地布吉島、素叻他尼
府和宋卡府等地均有示威者包圍政府機構，部分人獲准進入辦公
大樓，向官員遞交鮮花和哨子，各地示威秩序大致良好。
英祿昨下令各政府機構作好緊急應變措施，備案重要

紀錄及防止機密外洩。她強調當前示威「不會有贏家
和輸家，只會傷害國家」，呼籲示威者停止為公眾帶
來不便的佔領行動。泰國會昨繼續辯論英祿的不信任
動議，法案預料最快今日表決，通過機會不大。

紅衫軍恐加入 曼谷零星衝突增

大批親他信的「紅衫軍」則繼續在曼谷市郊一個運動場集
會，但似乎已漸失耐性。紅衫軍領袖乍都蓬形容當前狀況已接近
爆發點，但強調除非發生政變，否則不會動員紅衫軍遊行。分析
指，雖然曼谷示威迄今相對和平，但零星衝突有增加趨勢，一旦
情況惡化恐一發不可收拾。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曼谷郵報》/

泰國《民族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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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圍政總 圖建非民選權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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