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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軍方前日
突然宣布戒嚴，令緊張政
局突變。陸軍總司令巴育昨日邀請
各政治派系召開兩小時會議，冀達成共識，
但無突破性進展，今日將繼續商討。巴育
在會上表示「不會讓泰國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或埃及」。分析指，軍方正擔任一個危險
的角色，若談判破裂，軍方恐被迫
再次發動政變。

會談在曼谷陸軍俱樂部舉行，共40名代
表出席，包括反對派示威領袖素貼、

親政府「紅衫軍」領袖乍都蓬、選舉委員會
主席素帕猜、上議院議長素拉猜、在野民主黨
黨魁阿披實等。看守總理尼瓦探隆和執政為泰
黨黨魁乍魯蓬並未到場。

陸軍：今續談判未必達共識
陸軍副發言人汶泰表示，會議氛圍友好，巴育在整
個過程中只扮演傾聽者角色，沒提出解決方案。汶泰強
調，危機無法一夜間消除，也難以保證各方在今日第二
輪談判後一定可達成共識。素帕猜稱，與會者沒討論是
否任命「中立」總理，選委會與其他政治團體沒衝突。
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者提蒂南指，倘軍方促成共
識，泰國將有能力走出亂局，但巴育宣布戒嚴後已騎虎
難下，若談判失敗，很可能被迫發動軍事政變，屆時民
間恐爆發針對軍方的大規模示威。提蒂南建議，巴育應
說服各方改革選舉制度。

學者：戒嚴如半政變利反對派
雖然軍方否認戒嚴等同政變，但有專家指，軍方已牢
牢掌握局勢。清邁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研究總監錢伯斯
稱，戒嚴等同半政變及政變前奏，可能令反對派人士上
台擔任總理。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帕溫
指，若軍方下一步發動政變，也不會令人意外，軍方也
可能接受上院建議，奪過看守內閣權力及委任新總理。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昨表示，不相信泰軍會發動
政變，而且宣布戒嚴符合泰國憲法，但會敦促軍方尊重
民主體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前日發聲明指，密切關
注泰國戒嚴後的局勢發展，呼籲各方克制及尊重民主原
則。
部分競逐上院議席的政客表示，會要求憲法法院裁決

看守內閣 1
月宣布全國進入
緊急狀態是否違憲，
若裁定違憲，看守內閣
將被迫下台。憲法法院
首席法官乍倫今日退休，
將由最高等法院前法官
努拉克接任。
■法新社/路透社/《曼谷
郵報》/泰國《民族報》

泰國全國戒嚴，令本已受政治騷亂影響的旅遊業雪上加霜。
泰國旅行社協會估計，首半年經旅社報名赴泰人數會大跌
50%，而且下年旅客數目回升的機會不大，因為軍方宣布戒嚴
後，外國人會以為這是另一輪政變。協會指，中國內地、香

港、韓國、日本和新加坡旅客對戒嚴令尤為敏感，故
這些地方客源最受影響。
協會建議外國旅客更改行程，暫時避開曼
谷，轉赴清邁、布吉等地。泰國旅遊業議會
卻表示，戒嚴令意味持續多月的政治動亂

將結束，有助旅業復甦。
旅遊部估計，泰國旅業

上半年損失800億
泰銖(約 191 億港
元)，今年訪客
人 數 或 跌
5% ， 是 自
2009年以來
最大跌幅；
首季到訪人
數 按 年 跌

4%，至862萬人。
泰國航空、亞洲航空及新

加坡航空已確定飛泰班次會繼續
運作，但強烈建議乘客預留至少3小

時進出曼谷的機場。
■泰國《民族報》/《曼谷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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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泰港人「泰國通」胡慧沖在「泰友營」網站發表文章
指，軍方暫時可說是「冰封」了動盪局面，親政府「紅衫
軍」又暫時不會有動作，未來局勢是否危險，視乎反對

派示威領袖素貼。
胡慧沖表示，很多網友問他「明天、後日、

下周或下月來泰國會否危險？」他指出，要看
素貼有何行動，若他宣告休戰、就此罷手，事件可能就劃上

句號，但若他堅持繼續遊行抗爭，情況可能會變。他建議，不妨改去芭堤雅、華
欣、布吉、蘇梅或清邁等，這些地方基本沒受影響。
他昨日在新浪微博表示：「大家不用再找軍人合照了，曼谷市內大部分軍人及軍車都走

了……四面佛及市面仍正常。」 ■泰友營網站/新浪微博

泰國陸軍總司令巴育前日宣布戒嚴，
打破軍方保持政治中立的立場，專家

指，巴育一直不希望介入政治，
但礙於流血事件頻
生，各派揚言發動大
規模示威，他為

免衝突，
被迫捲

入政治漩渦。
國防及安全研究組織IHS Jane's駐泰分析師

戴維斯指，巴育宣布戒嚴，短期內可制止暴力
升級，政治皮球卻落在自己手上，但卻不擅長
玩政治遊戲。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成員庫蘭齊克
亦認為，巴育插手僅為阻止示威者繼續上街。
分析指，軍方8年前發動政變推翻前總理他

信，令國家陷入多年動盪，卻未能中止他信的
影響力，因此巴育不希望重蹈覆轍，再損軍方
形象。美國康奈爾大學泰國學者塔克指，巴育

試圖不向任何
黨派靠邊，
或希望首先
處理改革，
才讓大選舉
行。 ■路透社

泰國戒嚴後局勢暫時平靜，但諮詢公司
Teneo Holdings東南亞問題專家羅伯托．
林(Roberto Lim，譯音)指，儘管軍方已控
制局面，但執政為泰黨與反對派並無共
識，難以和解，為市場帶來不明朗因素。
長遠打擊經濟，在泰國有巨額投資的日本

投資者憂慮未來政局，或加速撤至越南、
印尼及菲律賓等國家。
帕克策略公司副主席肖恩．京指出，不
認為泰國處於內戰邊緣，但預期政局會進
一步癱瘓，軍方應早日訂出大選日期，讓
政治重回正軌。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訪問

研究員蒙特薩諾稱，現階段不能確定
「紅衫軍」會否發動大規模暴力襲
擊，但機會非常大。清邁大學東南亞
研究所研究總監錢伯斯指，泰國政局關
鍵是泰王會否支持任何獲委任的政府。

■彭博通訊社/CNBC

美國中期選舉將於11月舉行，
共和民主兩黨前日在6個州份舉行
「超級星期二」黨內初選，為兩黨
選舉路線作初步定調。在今次焦點
的肯塔基州，共和黨大將、參議院
少數派領袖麥康奈爾擊敗極端保守
派茶黨挑戰者，意味共和黨中間派
終於取回主導權，為奪取參議院控
制權做好準備。
茶黨勢力近年迅速冒起，成為美
國政壇不可忽視的力量。72歲的麥

康奈爾最終不負所託，以60%得票
率，擊敗茶黨支持的貝文。已任5
屆參議員的麥康奈爾在祝捷會上
稱，將運用權力監察總統奧巴馬施
政，「讓我成為多數派領袖，肯塔
基將帶領美國。」

臨民主黨對手硬仗
參院將於今屆中期選舉改選1/3

議席，即36席，只要共和黨多取6
席，便可控制
參院，加上預
計可保住眾議
院，一旦國會
兩院全落入共
和黨手中，奧
巴馬餘下兩
年任期施政
勢必重重受
阻。

然而如意算盤能否敲響，麥康奈
爾可否保住議席是關鍵。他在中選
對決的民主黨女候選人格萊姆斯絕
非泛泛之輩，在初選以76%高得票
率輕勝3名對手後，誇下海口要踢
走麥康奈爾。
茶黨候選人在超級星期二紛紛落

馬，除肯塔基，佐治亞州和賓夕法
尼亞州都敗於共和黨中間派。有分
析指出，極端保守的茶黨候選人在
前兩屆參院選舉中均失利，共和黨
選民汲取教訓，今次捨茶黨而傾向
中間「建制派」，希望有更大機會
攻下參院。
不過茶黨影響力仍不容忽視。事

實上，受茶黨崛起威脅，
部分主流候選人的政綱
變得更保守，包括鼓吹
小政府及反對同性婚姻
等。右翼政治團體「自
由工作」便指出，貝文

的挑戰令麥康
奈爾重拾保
守路線。
■法新社/

美聯社

歐洲議會選舉今日展開，來自近
千個政黨共逾1.6萬名候選人角逐
751個議席，合資格選民達4億人，
是全球最大跨境民主選舉。儘管規
模龐大，區內經濟下滑，多國緊縮
政策令民怨沸騰，造就疑歐派冒
起。荷蘭著名右翼政客威爾德斯預
期，選舉結果將製造一場「政治地
震」。
不少歐洲人愈來愈不滿歐盟高高

在上支配民眾生活，指責其過度干
預各成員國政府決策是引致歐洲經
濟困境的禍首。歐洲7國本月民調
顯示，僅52%受訪者支持歐盟。

歐選民投票意慾低
選舉面對的另一難題是投票率

低，上屆2009年只有43%，今屆可
能更低。捷克上月調查發現，80%
受訪者不關注這次選舉，僅1/3人
有意投票。當中原因，是歐洲人不
熟悉歐洲議會架構和職能。儘管議
會宣傳「今屆選民將首次間接選出
歐盟委員會主席」，但有選民認為
候選政客都是熟悉面孔，難以激起
投票慾。 ■美聯社

尼日利亞中部高原州首府喬斯市中心特爾尼日利亞中部高原州首府喬斯市中心特爾
米納斯市集米納斯市集，，前日在前日在2020分鐘內接連發生兩分鐘內接連發生兩
宗汽車炸彈爆炸宗汽車炸彈爆炸，，造成造成118118死死6464傷傷，，建築建築
倒塌倒塌，，未有人承認責任未有人承認責任。。警方及當地輿論警方及當地輿論
則認為則認為，，事件是由上月在奇博克鎮綁架逾事件是由上月在奇博克鎮綁架逾
200200名女學生的極端組織名女學生的極端組織「「博科聖地博科聖地」」所所
為為。。
另外另外，，目擊者昨日稱目擊者昨日稱，，博科聖地槍手近博科聖地槍手近

日再襲擊奇博克兩條村落日再襲擊奇博克兩條村落，，合共殺死合共殺死3030
人人。。 美聯社美聯社//法新社法新社//路透社路透社

尼國車彈炸市集118死

泰前景不明 或加速外商撤資

美超級星期二初選
共和黨老將贏激進茶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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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巴育被迫捲政治漩渦

胡慧沖︰素貼成局勢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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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通緝的泰國反對派「人民民主改革委員
會」(PDRC)共同領袖社里，昨日從美國回
國，在曼谷素萬那普機場入境時被捕。警方
已將他轉交特別調查廳(DSI)，他將被控叛
亂等罪名，DSI要求法院拒絕讓他保釋。
社里表示，本月8日到美國參加侄兒的

婚禮，當時法庭仍未向他發出拘捕令。DSI
廳長塔尼表示，將中止傳召上議院議長素拉
猜，就支持叛亂罪答辯。素拉猜上周一在國
會會晤PDRC領袖素貼，當時素貼敦促上院
提名臨時總理，為在大選前改革鋪路。

■《曼谷郵報》

反對派領袖被捕

陸軍總司令

巴育

■■巴育昨邀請各派談判兩小時巴育昨邀請各派談判兩小時，，
但無突破性進展但無突破性進展。。 美聯社美聯社

反對派領袖

素貼

「「紅衫軍紅衫軍」」領袖領袖

乍都蓬乍都蓬

■傷者滿身鮮血，褲子被
炸爛。 路透社

■■爆炸後大量黑煙籠罩市集爆炸後大量黑煙籠罩市集。。美聯社美聯社

茶黨敗將

貝文■共和黨籍參議院少數派領袖麥康奈爾由太
太、前勞工部長趙小蘭陪同謝票。 路透社

■談判場地陸軍俱樂部外駐有
大批士兵。路透社

素貼素貼

巴育巴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