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
冀泰盡快恢復穩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表

示，中方一直高度關注泰國局勢，希望泰國盡
快恢復局勢穩定和秩序。

泰國總理英祿同日上午宣布解散議會，
政府將繼續履行看守職責，直至舉行新一
輪大選，並呼籲各方遵守民主憲政原則和
選舉規則，有記者問及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洪磊說，中方希望泰國有關各方從國家
利益和人民福祉出發，妥善解決當前面臨的
問題，盡快恢復局勢穩定和秩序。 ■中新社

支持政府的「紅衫軍」原定今日在曼谷附近的大
城府集會，但昨日宣布取消。大城府紅衫軍領袖素
拉切表示，取消集會是因為英祿宣布解散國會和舉
行大選，形容此舉是解決政治紛爭的最佳做法，有
信心為泰黨會贏得大選，繼續執政。
泰國各地有大批民眾上街，響應曼谷的反政府示

威，在民主黨根據地南部素叻府，逾3萬人包圍省政
大廳，董里府和北大年府等地亦有示威者包圍政府
機構。示威者得知英祿宣布解散國會後大肆慶祝，
並等待曼谷示威領袖下達最新指示。■《曼谷郵報》

執政黨勢贏大選
紅衫軍取消集會

反政府示威者昨日離開佔領多日的政府綜合大
樓，遊行往總理府。消息指，警方入內後發現科技

犯罪防治處(TCSD)多個電腦硬碟和手提電腦不翼而
飛，疑遭示威者偷走。TCSD存有機密資料和有關科
技罪案的證據，反對派多次指控執政為泰黨利用該部
門起訴政敵，打壓反對勢力。

消息人士指，警方發現TCSD辦公室遭嚴重破
壞，很多存有與科技罪案有關資料的硬碟均被偷走
或破壞，閉路電視亦受損，TCSD處長辦公室未能
倖免，大樓內其他政府機構的辦事處更遭破門闖
入。

■《曼谷郵報》

英祿表示，在聽取各方意見後，決定請求
泰王頒令解散國會，然後根據民主體制

舉行大選。她強調，若提早大選仍未能化解危
機，願意舉行公投。泰國國王秘書處昨晚發表
聲明，泰王已批准解散國會，即時生效，並確
定明年2月2日大選。為泰黨黨魁乍魯蓬表示，
期望民主黨參與，不要再進行街頭抗爭。
選舉委員會委員索西表示，按照法律，大選

應在國會解散後45至60日內舉行，日前辭職的
民主黨議員可重新登記參與大選。乍魯蓬稱下
議院解散後，現屆政府將按照憲法規定，暫時
接管國家事務，直至下屆政府上任。
為泰黨發言人透露，資深黨員昨開會後決定

推舉英祿參選，一旦勝選會支持她繼續擔任總
理；該黨明日正式提名英祿，估計一周內制定
參選名單。然而英祿未表態會否參選。

素貼挑戰憲法 促英祿下台

素貼昨日在總理府外宣布取得勝利，形容示
威締造歷史，稍後會公布政治改革計劃，呼籲
示威者通宵留守。但他稱，解散國會不是反對
派的目標，爭取不經選舉產生的「人民議會」
任臨時政府，由「人民議會」代行政府權力改
革，但英祿批評建議違憲。
素貼要求英祿交出臨時政府總理職位，

表示仍在規劃成立「人民議會」的具體細
則，自己不會參加大選。但乍魯蓬強調，
由現屆政府擔任臨時政府是憲法規定，反
對派若要推翻現屆政府將等同挑戰憲法。
民主黨黨魁、前總理阿披實指，提前大選

是反映政府負責任的態度，有助緩解緊張局
勢。民主黨領袖朱林稱，民主黨尚未決定是
否參加大選。

軍方否認施壓 促各派對話

陸軍總司令巴育否認解散國會的決定是受軍
方影響的傳言，稱希望英祿能結束目前的動盪
局勢，各派政治力量能通過對話找到解決僵局
的辦法。
民主黨自1992年未嘗勝出泰國大選，2008年

底黨魁阿披實當選總理，全靠執政聯盟細小政
黨倒戈支持。為泰黨在上屆大選亦以高票當
選。該黨獲北部及東北部鄉郊壓倒性支持，英
祿勝出重選機會甚高。
約15萬示威者昨在曼谷9個地點聚集，向總

理府進發，打算通宵留守。外界擔心釀成流血
衝突，逾60間學校停課免受波及。內政部長前
日強調警方會盡量克制，只會攜帶盾牌及警
棍，不會配槍及動用催淚彈。外長素拉蓬稱，
英祿已宣布解散國會，將權力交給人民，希望
民眾停止集會，維護國家民主形象。
泰國軍方昨日表示，英祿解散國會緩和了緊

張政局，重申軍方繼續保持中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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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最快3月收水
聯儲官員放風

美國聯儲局下周二至三舉行今年最後一次議息會
議，《紐約時報》記者阿佩爾鮑姆指，觀乎近來局方
官員公開發言內容顯示，局方不急縮減買債規模，可
能要待明年才會開始退市。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師萊
因哈特預期，局方下周議息會達成(退市)計劃，最快
明年3月開始「收水」。

傳耶倫信就業持續復甦

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達德利上月表示，近來美國經濟
數據有改善，情況令人樂觀，期望能成為經濟轉捩
點。不過他承認過去數年多次職位增長急升，只是短

暫向好。
萊因哈特稱，達德利與聯儲局副主席耶倫相信職位

增長可持續，故期望有更強勁的經濟增長數據。美國
上月失業率回落至7%，距離聯儲局定下的6.5%加息目
標仍有距離。
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NABE)上月訪問51名經濟

師，62%認為聯儲局會在明年首季開始退市，30%相
信會在明年第二季。NABE預測美國經濟今明兩年分
別增長2.1%及2.8%，認為10月初華府局部停運對增長
影響不大。

■美聯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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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多名美國

聯儲局官員昨日的發言，會否就下周

收水與否洩露口風，美股昨日早段微

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16,029

點，升9點；標普500指數報1,808

點，升3點；納斯達克指數報4,076

點，升14點。

歐股個別發展，倫敦富時100指數

中段報6,550點，跌1點；巴黎CAC指

數報4,125點，跌3點；法蘭克福DAX

指數報9,201點，升28點。歐元兌美

元一度升至1.3748水平。

市場揣測美國通脹風險輕微，帶動

10年期與30年期美債息差昨早收窄至

10周低位。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CNBC

擊擊直直股美 日下調GDP增長 日股反升2%
日本第3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修訂為

1.1%，較初值減少0.8個百分點，遠少於首兩季的

4.3%及3.8%，反映「安倍經濟學」未能確保經濟

持續復甦。不過，投資者普遍看好日本經濟前

景，日經平均指數昨收報15,650點，急升350點，

升幅逾2%。

日本上季經濟增長乏力主因是企業設備投資少

過預期，政府上周公布540億美元(約4,187億港元)

刺激經濟措施，以紓緩明年4月提高消費稅的負

面影響。野村駐東京經濟師岡崎康平稱，提高銷

售稅前有利消費市道，故看好明年首季增長。

日本經常賬赤字上季意外錄得1,279億日圓(約

96.2億港元)，是9個月來首次，原因是貿易赤字太

過龐大，抵銷海外投資收入。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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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反對派在昨日「審判日」號召

100萬人上街，迫使政府交出權力，但

只有15萬人響應。總理英祿為平息民

憤，宣布解散國會下議院，定於明年2

月2日舉行大選。示威領袖素貼拒絕英

祿的方案，堅持政府應還政於民，呼籲

示威者繼續向總理府進逼。分析認為，

重選只是權宜之計，由於在野民主黨可

能抵制選舉，結果與現時無分別，令局

勢僵持。

英
祿
提
早
大
選

英祿宣布解散國會後，投資者信心稍為恢復，泰銖匯率昨
止跌回升，報每美元兌32.129泰銖。泰國SET指數昨一度上升
1.2%，收報1,367點；該指數今季累跌1.6%，可能連續第3季
下跌，亦是4年來最長跌勢。
數據顯示，本月全球基金從泰股撤出5.87億美元(約45.5億港

元)資金，令上月淨售股達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全球投資
者今年累積沽出55億美元(約426億港元)泰國股票，是彭博
1999年開始統計以來最大單年資金外流。　 ■彭博通訊社

示威者疑偷政府機密硬碟

投資信心稍恢復
泰銖回升

約30名居港泰國人昨日到泰國駐港總領事館
請願，聲援泰反對派號召百萬人大遊行。團體
代表稱他們是住在香港多年的泰國人，反對前
總理他信在幕後操控政權，要求英祿下台，還
政於民，並向領事遞交請願信表達訴求。領事
則告訴集會人士指英祿已宣布解散國會及提早
大選，呼籲在港泰人屆時行使權利投票。

■綜合報道

居港泰人請願
聲援反對派

■反對派號召100萬人上街，但只有15萬人響應。 路透社

■警衛在英祿辦公大樓外戒備。美聯社 ■有反對派示威者包圍總理府。 法新社

■示威者坐上推土

機。 法新社

■英祿宣布解散國

會，定於明年2月2

日舉行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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