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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反政府組織昨天正式啟動「封鎖曼谷」行
動。「封鎖曼谷」視法律如無物，不僅影響數百
萬國民生活，導致遊客大逃亡，打擊國家形象，
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而且後患無窮，動盪局勢將
沒完沒了。令人擔憂的是，早前有「佔中」組織
者專門到泰國「取經」，企圖將泰國違法抗爭的
方式引進本港。港人理性平和，奉行法治理性價
值觀，人心思定。「封鎖曼谷」行動的嚴重後果
讓港人更加看清「佔中」違法亂港的本質，社會
各界更需合力抵制「佔中」，勿讓曼谷的亂局在
港重演。

「封鎖曼谷」佔據曼谷最核心的地段，包括政
府辦公所在地、遊客集散地為中心的商業區和金
融街等區域，導致交通被堵、學校停課。據當地
媒體報道，約200萬市民生活受到封鎖行動影響。
封鎖行動不可避免嚴重損害泰國的國際形象和曼
谷的旅遊業，經濟損失慘重。全球45個國家已對
泰國發出旅遊警告，泰國旅遊業議會估計，政局
動盪下可能單是本月的外國遊客就減少40萬。原
來熱鬧繁華的商業區如今門可羅雀，生意一落千
丈。泰國有政壇中人估計，連日的示威行動已造
成逾700億泰銖(約164億港元)經濟損失，「封鎖
曼谷」將造成額外逾2000億泰銖(約470億港元)損
失。泰國輿論現在擔憂的是，封鎖行動持續，外

國投資者將失去對泰國的投資信心，外國資本將
大幅減少，導致泰國經濟發展急速放緩。有經濟
分析悲觀地認為，「封鎖曼谷」對泰國經濟造成
的創傷，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恢復。

「封鎖曼谷」令泰國國計民生賠上沉重代價，
看守政府一再強調，行動是「違法而危險的」，
亦侵犯他人權利，呼籲泰國民眾參與遊行前要三
思而行。但是，「封鎖曼谷」行動主事者揚言：
「任何條件都不會妥協，不會談判。我們只尋求
勝出。」為了將英祿徹底趕出泰國政壇，「封鎖
曼谷」行動主事者擺出決不善罷甘休的姿態，為
了達到政治目的，已將尊重法治棄如敝屣，更不
理會尊重遊戲規則的民主原則，一味依賴發動大
規模的街頭運動作為要脅。目前泰國已陷於法治
不彰、管治失效的半癱瘓狀況，「封鎖曼谷」行
動蔓延擴大，亂局將更難以收拾。

泰國局勢的變化，本港有識之士一再提醒須引
以為鑑。「封鎖曼谷」亂象令港人擔憂，「佔領
中環」成為其翻版，令香港良好的法治秩序蕩然
無存，經濟民生遭受重創。元旦日被視為「佔中
預演」的遊行人數寥寥，證明「佔中」不得人
心。理性守法是香港的社會共識，絕不能讓違法
亂港的「佔中」在港上演，讓港人硬吞政爭無
休、發展停頓的苦果。

「封鎖曼谷」對香港的警示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法律年開啟典

禮上表示，社會每一分子都要尊重法治，
並只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行使他們的權
利，即使為了看來崇高的理念，蓄意違法
的行為，亦不應鼓勵。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則表示，法庭會處理涉及「佔中」
問題的案件。事實上，「佔中」行動計劃
通過公開的、大規模的非法集結，造成令
中環癱瘓的後果，嚴重破壞法治和社會秩
序。「佔中」行動以所謂「爭取真普選」
的理念蓄意違法，不但不應鼓勵，而且不
能作為「免罪金牌」，必須依法制裁。

「佔中」發起人多次公開承認，「佔
中」是違法的。但是，「佔中」發起人又
辯解說，「佔中」是以公民抗命作為「爭
取公義」和「爭取真普選」的手段。但正
如袁國強指出，即使為了看來崇高的理
念，蓄意違法的行為，亦不應鼓勵。

「佔中」發起人去年 6 月 9 日舉行「佔
中」行動首場商討日，行政長官梁振英當
日對「佔中」行動作出全面、清晰和堅定
的回應，梁振英指出兩個「不可能」，一
是不可能不犯法；二是不可能和平。梁振
英根據主辦方所提出的計劃指出：「無論

是主辦方自己組織的『佔領中環』行動，
或其他人士利用這個概念，騎劫這個概念
的行動，是不可能不犯法，以及不可能和
平的。」這是一針見血點出了「佔中」的
違法性質。梁振英以兩個「不可能」概括
「佔中」，準確無誤地點出了「佔中」行
動的危害和本質。梁振英強調：「我希望
大家知道，對於任何犯法行為，政府不會
姑息，我相信香港的法庭亦不會姑息。」
馬道立表示法庭會處理涉及「佔中」問題
的案件，正顯示法庭會處理包括「佔中」
在內的任何行為。

梁振英當時還指出，法院判決類似案件
時，亦有了很清楚的說明。法院判決黃毓
民及陳偉業在遊行期間，衝擊警方防線和
堵塞馬路罪成。裁判官杜浩成指，沒有人
可以凌駕法律，無論政治理念是甚麼，以
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是不可取的，對
社會議題有強烈意見的人，犯法也要負上
刑責。這對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
「佔中」行動，已經是一個明確的警示。
無論「佔中」的政治理念是甚麼，都不是
「免罪金牌」，必須擔負法律責任。

（相關新聞刊A6版）

「崇高理念」非「免罪金牌」
■責任編輯：曾綺珺、孫志賢A4 重要新聞

過去數個月內，泰國反對派的訴求令人眼花繚亂，由
最初要求政府撤銷特赦法案，得寸進尺至推翻總理

英祿。當英祿宣布解散國會後，反對派再進一步，促英祿
及看守內閣集體辭職，並推遲大選。集會口號變來變去，
正是素貼維持民眾反政府情緒的策略，尋找讓各路反政府
組織產生共鳴的集會訴求，以達到讓集會長期化的圖謀。

反對派方案缺陷多
《曼谷郵報》社論指出，政治改革需要全民討論和參

與，有相當透明度。素貼固然為民眾發出政治改革的呼
聲，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卻缺陷多多，例如建議讓各行業
民眾組成「人民議會」，選出臨時政府及臨時總理，並承
擔國會職能。這未經大選、不用對民眾負責的組織，違背
民主原則。
評論指，目前最需要的是和平的談判氣氛，讓泰國向真
正的改革邁進，而非一次又一次的「圍城」；堵塞街道、
導致數千小商戶停業，只是與民眾作對，與推動改革的
目標背道而馳。

學者：太早引入民主
從泰國數十年發展歷程可見，每次政治衝突，民主是

雙方爭鬥的原因，也是其目標。然而直到今天，該國法制
仍無法保障民主的實施。泰國法政大學政治學者蓬猜認
為，泰式民主的問題在於太早引入民主，之前沒經歷工業
化、公民發展等階段，故社會未具備真正民主精神。
縱觀亞洲，像泰國這類政治相對脆弱的民主國家，相繼
陷入動盪。在柬埔寨，首相洪森7月連任後，反對黨以選
舉違規為由，發動連串示威。早前舉行大選的孟加拉，由
於反對黨杯葛，總理哈西納順利連任，但數周來暴力事件
不斷，合共逾百人死亡。
《紐約時報》指，泰、柬、孟三國觸發動盪的原因不

一，但共通之處也顯然易見。它們的政府都缺乏足夠制
衡，數十年來裙帶之風盛行，都削弱選舉的認受性，故即
使有選舉，也未足穩定民主制度。

■《紐約時報》/《曼谷郵報》

泰局勢6大可能
●軍事政變：陸軍總司令巴育多次表明不願發動政變，
但也沒完全排除這可能。不少觀察員認為，政變會令
親他信的紅衫軍發動新騷動。

●武力鎮壓：2010年民主黨政府軍事鎮壓紅衫軍示
威，造成90死1,900傷，現屆政府似乎極力避免重
蹈覆轍。

●司法政變：法庭過往曾介入政治，如解散政黨或禁止
政客參政，英祿政府有近220名政客正被反貪腐委員
調查，專家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結果。

●大型衝突：紅衫軍計劃舉行示威支持政府，兩派勢力
或引發大規模衝突。

●如期大選：不少候選人被示威所阻，未能完成登記，
即使大選如期舉行，也可能無法選出足夠議員。

●押後大選：雖然總理英祿願與反對派等商討押後大
選，但預料她不會同意將大選押後至幾個月後。

■美聯社/法新社

政治改革多年來既是泰國的目標，也是詛

咒。泰國近年頻頻更換領導人，大型示威活動

此起彼落，始終沒法根除積弊。《曼谷郵報》

指，當前反對派訴諸混亂，甚至挑起流血衝

突，是與曼谷民眾作對，更是迷失方向、毫不

必要之舉。《紐約時報》指，柬埔

寨和孟加拉兩個民主國家亦相繼

爆發示威，反映單

靠選舉、缺乏權力

制衡，無法確保民

主政治穩定。

雖然雖然「「封鎖曼谷封鎖曼谷」」聲勢浩大聲勢浩大，，但但
未有動搖泰北數百萬農村人口對看未有動搖泰北數百萬農村人口對看
守總理英祿的支持守總理英祿的支持。。清邁有不少農清邁有不少農
民力撐執政為泰黨民力撐執政為泰黨，，認為政府施政認為政府施政
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創造收入創造收入。。分分
析認為析認為，，反對派一日未能走入鄉郊反對派一日未能走入鄉郊
擴大支持擴大支持，，泰國政局恐永不安寧泰國政局恐永不安寧。。

政治意識加強 開始發聲
農民猜弗認為農民猜弗認為，，農民支持政府並農民支持政府並

非單純因為反對派口中的非單純因為反對派口中的「「民粹民粹」」
政策政策，，還希望向反對派領袖證明還希望向反對派領袖證明，，
他們有足夠政治判斷力辨別好壞他們有足夠政治判斷力辨別好壞。。
知名電台清談主持馬哈旺表示知名電台清談主持馬哈旺表示，，

政治意識加強政治意識加強，，令那些以往被稱為令那些以往被稱為
「「沉默大多數沉默大多數」、」、佔全國佔全國22//33人口人口
的農村居民開始發聲的農村居民開始發聲。「。「現在不論現在不論
是農夫抑或小販是農夫抑或小販，，都開始關注國家都開始關注國家
政治及自身權益政治及自身權益。」。」

■■美國之聲美國之聲

「封鎖曼谷」令泰國政局危機升級，社會進一步撕
裂，目前朝野就應否改革各執一詞，現行政治秩序陷
入十字路口。政府應由選民授權，還是受王室及軍方
操控，短期內難達廣泛共識。
與他信家族有聯繫的政黨，藉民粹政策得到農民廣

泛支持，自2001年未嘗在大選落敗。反對派主要獲中
產及精英階層支持，人數不及鄉村地區。如今英祿政
府願意讓步舉行大選，反對派民主黨卻因自知無法取
勝，索性抵制選舉，令國會大有機會無法組成，出現
權力真空，軍方取態備受關注。自1932年起軍方曾成
功發動18次政變，其中在1973、1992、2010年更三
度武力鎮壓示威。
分析認為，政府下放權力、國營機構改革等重要問

題，應全民參與討論，而非只有一方拋出議題。一旦
雙方同意以共同議題為基礎，展開全國對話，得出解
決方法的機會大增。 ■綜合報道

政治秩序陷十字路口

反政府示威持續兩個月，政府辦公室屢成襲擊目標，
不但斷水斷電，昂貴設備亦被洗劫。「封鎖曼谷」兵臨
城下，多個政府部門要臨時找地方運作，甚至可能每日
搬遷一次。看守總理英祿昨須暫借國防部長在曼谷北部
的辦公室，與高層召開安全會議，今日的例行內閣會議
則未知能否如期召開。
外交部辦公室去年11月一度被示威者佔據，職員獲

安排在其他地方上班；示威未平令政府部門間的會議無
限期押後。看守副總理兼外長素拉蓬說：「示威者揚言
要教訓我，所以我已執好包袱，並搬出官邸。」
財政部各部門亦各散東西，例如審計部門遷至空軍轄

下建築，部分職員更改為在家工作。泰國央行則據報轉
到曼谷西部的那空那育府後備中心運作。 ■路透社

淪襲擊目標
政府部門日日搬

■■反對派領袖素貼拒絕反對派領袖素貼拒絕
談判談判，，更揚言將封城行更揚言將封城行
動升級動升級。。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在勝利紀念
碑前揮舞國旗造勢。

路透社

■■封城行動打亂交通封城行動打亂交通。。彭博社彭博社

反對派欠農民支持政局難穩

封城違民意 扭曲改革原則
亞洲「民主國家」相繼動盪值得深思

■■示威者在警察總部外振臂高
示威者在警察總部外振臂高

呼呼，，要求英祿下台要求英祿下台。。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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