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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前看守總理英祿前日被法院

裁定濫權違憲下台後，全國反貪委

員會昨再以7比0通過認為有足夠證

據指控她處理大米補貼計劃時貪

污，將案件轉交上議院審議，若她

被彈劾，將被禁止參政5年。反對派

揚言今日開始「籌組」新政府，分

析憂慮此舉會觸怒親政府陣營，再

掀起新一輪暴力衝突。

反貪委發言人威猜稱，英祿擔任國家稻米
政策委員會主席期間，未能阻止大米計

劃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及貪污問題，決定起
訴她瀆職、玩忽職守等罪名。英祿一直否認
反貪委指控，強調與案件無直接關聯。前商
務部長汶嵩等14名政府官員亦同時受查。

高價補貼撈票 拖數激怒米農
大米補貼計劃助英祿領導的為泰黨爭取大
批農民選票，但計劃成效不彰，不但推高米
價，更造成嚴重囤積，損失達44億美元(約
341億港元)。不少農民被拖欠補貼，「倒
戈」加入反政府示威行列。
反對派「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PDRC)發
言人阿卡納稱，憲法法院前日裁決後，新任
看守總理尼瓦探隆及整個看守政府已無合法
性，無法再管治國家，PDRC會按自己時間
表籌組新政府。泰國憲法規定，上議院有權
委任新的行政機構。
英祿兄長、前總理他信法律顧問諾巴東表
示，他信指責憲法法院裁決不合法，下令多
名閣員下台更是不公平，因他們無機會抗
辯。
研究泰國政治的學者施特雷克富斯稱，反
對派委任新總理是不可超越的「紅線」，否
則親他信「紅衫軍」勢必反抗。紅衫軍已號
召支持者於明日在曼谷市郊舉行大型集會。

素貼示威兩傳槍聲 法官寓所被炸
曼谷昨再傳出暴力事件，反政府示威領袖
素貼在隆披尼公園帶領遊行起步時，兩度傳
出槍聲，無人受傷。當局估計槍手乘坐的士
經過附近天橋時開槍。一名參與英祿案審訊
法官的寓所昨凌晨遭投擲手榴彈，車房頂輕
微損毀，無人受傷。曼谷有醫院及銀行總部
前晚亦遭手榴彈襲擊。
教育部長差徒龍稱，憲法法院裁決難免動
搖看守政府威信，但大部分閣員仍留任，不
存在權力真空，內閣將確保7月大選如期舉
行。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各方展開建設性
對話，解決問題，尊重民主、法制和人權。
他多次表達關注泰國局勢，曾與英祿、民主
黨黨魁阿披實等政要通電話，希望消除雙方
分歧。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泰國《民族報》

法律是護盾，阻止罪
惡，還是利劍，阻我者
死？軍事奪權淡出歷史舞
台，新式政變方興未艾。

法官化身士兵、筆墨取代子彈、判決成
為槍炮，沒有硝煙的司法戰場，鬥爭同
樣慘烈。

英祿步兄長他信後塵不令人意外。泰
國司法名義上獨立，卻是由保守派法官
把持，與代表基層利益、奉行民粹主義
的他信集團勢成水火。憲法法院中，3名
法官是在他信2006年被推翻後上任，負
責草擬新憲法，他們近月屢屢作出不利
英祿政府的裁決。法律不再維護社會公
義，而是遭歪曲迎合政治利益。司法力
量失控，揭開民主政治面紗下，原來是
法官統治(juristocracy)。

司法風暴不是泰國獨有的政治氣候，
在部分新興民主國家，法院也在相當程
度上干政。在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法院
以中立見稱，法官敢於與政府唱反調，
抗拒政治干預。然而自從穆斯林兄弟會
勢力前年掌政後，司法體系隨即與其交
惡，最高憲法法院宣布解散國會，穆兄
會形容這是司法政變。

埃及法院於今年3、4月分別判處529
和683名穆兄會成員死刑，指他們在去年
反穆爾西政權示威中，參與暴力活動及
衝擊警局。數字多得駭人，但審訊草草
了事。在3月判決中，529人的審訊過程

僅4小時，即每人在27秒內被判死。「效率」為何如
此高？原來法院既沒傳召證人，控方也沒交出足夠證
據，很多被告根本不知自己捲入官司，沒機會辯護。

再把目光投向烏克蘭，2011年法院裁定前總理季
莫申科濫權罪成入獄，總檢察長是時任總理阿努科維
奇的親信，有操控判決打擊政敵之嫌。風水輪流轉，
今年初阿努科維奇倒台，臨時政府為清洗他的派系，
將前朝法官紛紛革職。短期內這或可收鞏固新政權之
效，但法官任期沒保障、隨政權變更而飯碗不保，長
遠損害司法獨立。

司法體系地位看似崇高，但同時也是藏污納垢之
所；法律守護者，也最可能濫用法律。從軍事到司法
政變，手段看似變得文明，
卻無法美化爭權奪位的本
質，亦無力掩飾政治制度的
失敗。

泰國前國會議長、現全國法治委員會成員烏吉表示，憲法第
164條容許民眾收集2萬個簽名反對憲法法院裁決，並將全數9
名法官撤職。他認為，憲法法院一開始就無權受理2011年英祿
人事任命濫權違憲案。
烏吉指，英祿去年解散下議院後，看守總理及內閣是根據憲

法第181條履行職責，直至新內閣組成，憲法法院解除英祿及9
名內閣成員職務，亦可能違憲。 ■泰國PBS電視台

《曼谷郵報》資深軍事記者納努娜昨發表評論指，當前泰國
僵局反映政治解決方法未能奏效，令軍方政變的機會大增，還
有幾個月便退休的陸軍總司令巴育會否發動政變，將成為焦
點。
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以來，經歷過18次政變，納努娜認為，

雖然現在社會已對政變有心理準備，不過軍方明顯有所猶豫。
軍方遲遲不肯行動的原因之一是2006年推翻他信的教訓，同時
也擔心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不會接受，而且還可能引發新一
輪血腥衝突。
軍方過去幾個月都堅持擔當中間人和調停角色，然而一連串
談判都無助化解雙方分歧。納努娜說，軍方似乎已傾向開始考
慮政變，作為解決危機的最後手段，她更引述軍方將領消息
說，軍方已準備好應對所有可能局勢。

看陸軍總司令巴育取態
納努娜指出，軍方是否發動政變的一大考慮，在於巴育個人
取態。她指出，巴育若想當總理，早已發動政變，事實顯示他
傾向和平引退，不願捲入政爭漩渦。不過納努娜認為，多番表
示過不排除政變的巴育，在最後關頭也可能會黃袍加身，不得
不採取行動。 ■《曼谷郵報》

受政局影響，泰銖匯價昨曾跌至每美元兌32.465的一個
月低位，半年累跌3%，是11種最活躍亞洲貨幣中表現最
差。泰國SET指數昨反覆向下，以接近全日最低位的1,379
點收市，跌幅1.68%。泰國國債信貸違約掉期(CDS)成本前
日升至125基點，是近兩周高位。
EM Quest Capital基金經理布萊克伍德認為今次政局危
機是沽空好時機，於是趁機買入泰國CDS，並沽出泰銖。
RMG財富管理的理查森亦沽空泰銖，同時買入印度盧
比，主因是看好印度大選帶來的財政改革前景，而政局動
盪令泰國資產較不吸引。

不過，安本資產管理集團的泰勒表示，由於泰股相對便
宜，前景好過泰銖和泰債。他指市場不應只關注政治風
險，同時要留意泰國公司的基礎及價值。

商界籲談判
泰國工業總商會主席素蓬憂慮憲法法院裁決會觸發暴

力，期望政府與反對派舉行改革談判，並確保大選順利舉
行。Phatra Securities營運總監賽崔預料亂局會持續至年
底，可能會推遲預算實施，但維持泰國今年增長1.1%的預
測。 ■彭博通訊社/泰國《民族報》

泰國開泰銀行副主席瓦尼沃朗南特表示，最
新研究顯示，由於泰國亂局打擊投資者信心，
而隨着全球經濟復甦，多家大型泰國企業尤其
是汽車製造商，計劃轉移到緬甸等外地投資。
研究調查多家大型泰企顯示，它們業務基礎
雄厚，有能力應付全球經濟波動及泰國政局動
盪，每家企業並稱今年計劃投資1.3萬億至1.5
萬億泰銖(約3,102億至3,579億港元)；而不欲
在當地投資的泰企，將會在海外投資約500億
泰銖(約119億港元)。

旅遊業受挫
政局動盪亦嚴重打擊泰國旅遊業，旅遊部早
前定下今年有3,000萬名旅客訪泰的目標恐難達
成，但泰國旅遊業議會指下季及第4季遊客人數
會分別回升9%及15%。 ■泰國PBS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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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祿下台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呼籲泰國
各方克制，尋求民主解決方案，但無表明華府立場
及會否採取措施。分析認為，泰國政局僵持多年，
美國對泰政策陷入兩難，加上烏克蘭危機仍未緩
和，華府保持審慎態度，希望置身事外。
泰國是美國在亞洲最早締結外交關係的盟友，也

是由美國領導的亞太地區年度聯合軍演的地點，不
過美國對泰國政爭的影響力有限。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問題
專家鮑爾表示，2006年軍方政變推翻他信後，政治
動盪及血腥暴力不斷，美國不論支持親他信「紅衫
軍」或反他信「黃衫軍」，均會得罪另一方。
曼斯菲爾德基金會亞洲專家詹努齊表示，華府遠

離泰國內亂是好事，但仍要維持美泰雙邊關係正
常，尤其是美國駐曼谷大使館是華府聯繫東南亞國
家的重要平台。 ■美聯社

對泰兩難烏未解困美欲置身事外

■陸軍總司令

巴育

■在英祿遭解除
職務前夕，南部
城市合艾一個警
局被炸，9 人受
傷。 網上圖片

■一名參與英祿案審訊法官的寓所遭投擲手榴
彈，車房頂損毀。 網上圖片

■素貼率領遊行起步時兩傳

槍聲，當局估計槍手乘坐的

士經過天橋時開槍。 新華社

■示威者高
舉「英祿勿
回來」的標
語。 路透社

■■反政府示威反政府示威
者揮舞國旗者揮舞國旗，，
慶 祝 英 祿 下慶 祝 英 祿 下
台台。。 美聯社美聯社

■英祿2011年5月角逐
總理，事隔僅3年便極
速遭趕下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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