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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被指涉貪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暴愈演愈烈，納吉

布昨日突然宣佈改組內閣，撤換公開批評他的副總理毛希丁，以及另

外4名部長和1名副部長，負責調查涉貪案的檢察總長阿都干尼

亦因健康理由離職。納吉布表示，改組內閣是基於政治和行

政考慮，以團結內閣令政府有效運作。反對黨則計劃聯合

毛希丁發起不信任動議，趕納吉布下台。

自涉貪醜聞爆發後，聲討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的聲音愈來愈大，來自政敵
甚至黨友的指控愈見激烈，但納吉布未有「敵進我退」，反而是「敵進我更
進」，鐵腕踢走公開批評他的副手毛希丁，並借改組內閣鞏固個人權力。納
吉布有底氣行事，很大程度上來自大馬的政治傳統和環境。

對熟悉大馬歷史的人來說，納吉布的手法似曾相識。前總理馬哈蒂爾在任
期間，便曾3度撤換副手，當中包括1998年將當時被視為接班人的副總理

安華革走，強硬手法被指是他能執政22年的主要原因。而馬哈蒂爾的成
功，亦令大馬政壇對強人政治有種難以言喻的信服，令往後的執政者和政客

深受影響。
有評論認為，不論是撤換副總理，還是禁止刊物出版，納吉布都是在重覆

馬哈蒂爾所做的事，然而時代已經改變，在網絡時代，勒令刊物停刊已起不
到太大作用，政府想限制消息傳播困難重重。鐵腕可能帶來一時穩定，卻無
法輕易改變民心的動向，納吉布雖然撤換負責調查的檢察總長，卻無法阻擋
民眾對事件真相的渴求，涉貪風暴能否安全渡過，仍是未知之數。

此外，納吉布撤換毛希丁，幾乎等於直接向巫統內敵對派系開戰，分析認
為若他沒十足把握，便是在做困獸之鬥，接下來將要面對毛希丁和馬哈蒂
爾的聯合反撲。巫統以往經歷多次分裂，雖仍屹立不倒，但

實力已大大削弱，亦造就多個反對黨派崛起。照現時事態發展
估計，巫統最終將會再次走上分裂的道路，來屆大選將受到嚴
重衝擊，能否繼續獨霸政壇，不容樂觀。

早前因刊登「一馬發
展公司」(1MDB)涉嫌挪
用公款的一系列報道，
而被暫停出版執照3個月
的兩份馬來西亞刊物，
其所屬的The Edge傳媒
集團昨日發表聲明表
示，已委託律師上訴吉
隆坡高等法院，希望司
法機關重新審核內政部
的決定，撤銷出版禁
令。
《The Edge周刊》及

《The Edge財經日報》
因上述報道，上周被內
政部指控破壞公共秩序
安全，昨日起暫停出版
執照3個月。基於案件的
迫切性和涉及公眾利

益，The Edge集團要求
法庭在最短時間內開庭
聆訊。集團亦表示，在
案件開庭前無法公開上
訴宣誓書。
■新加坡《海峽時報》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因涉貪飽受壓力，正在東南亞訪問、
將與納吉布會面的英國首相卡梅倫亦淪為「箭靶」。大馬反
對派領袖旺阿茲莎批評，卡梅倫應選擇更合適的時間到訪，
又促請卡梅倫向納吉布提及大馬人權和貪腐等問題，並與
反對派會面，了解當地政治混亂情況。
卡梅倫前日抵達印尼，展開東南亞四國訪問。他與印
尼總統維多多會面後表示，英印均關注極端組織「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的威脅，雙方同意加強合
作，對抗恐怖分子。英國將為印尼提供反恐援助，包括
加強雅加達和峇里機場的安全。印尼50名反恐官員亦
會赴英國受訓。

訪星演說 談打擊地產黑錢
卡梅倫之後會轉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訪
問，其間會在星發表有關打擊黑錢的演說。據
悉他會提到海外人士透過空殼公司大量購入英
國尤其倫敦的物業，當中不少是為了洗錢，他強
調英國不會成為全球黑錢的安全避難所。

■《衛報》/美聯社/法新社

新加坡可能於今年底迎來大選，是
前總理李光耀今年3月病逝後的首次
大選。今年新加坡踏入建國50周年，
當地人口結構亦逐漸轉變，去年資料
顯示，20歲以上人口多達54%是於
1965年後出生，超出獨立前出生的人
口。由於新加坡法定投票年齡為21
歲，意味獨立後出生的選民已成為大
多數，足以改變選舉形勢。
新加坡獨立後一直由執政人民行動
黨領導，逐步走向經濟繁榮，但亦受物
價飆升及外勞湧入等問題困擾，令年輕
一代對政府的支持不如上一代堅實。
人民行動黨近年在選舉的得票率逐
漸下降，上屆大選更跌至歷年新低。
新加坡政評家林寶音分析，年輕人對
政府的歸屬感較低，加上李光耀病
逝，今屆大選將成人民行動黨支持度

的重大考驗。
年輕選民大致仍然滿意人民行動黨

執政，但在公共交通、人口管理及公
民自由方面不滿聲音漸增，預料這些
方面將成為大選關鍵議題。38歲的鍾
先生坦言人民行動黨「做得很好」，
但希望反對黨能拿下更多議席，而他
將投票給反對派。亦有選民憂慮李光
耀逝世後，政府會只顧迎合選民，失
去長遠理念。

派年輕代表參選
身兼國防部長的人民行動黨組織秘

書黃永宏表示，將於下月9日國慶日
後，開始介紹該黨在大選中派出的代
表。他透露該黨從去年起，已安排近
20名新人接觸市民，當中反應較佳
者，將獲安排接替退休議員，料涉及
約14人。

■新加坡《聯合早報》/路透社

美國《華爾街日報》月初報
道，納吉布主導成立的政

府投資基金「一馬發展公
司」(1MDB)，涉嫌將7億美
元(約54.3億港元)資金匯入疑屬
於納吉布的私人賬戶。毛希丁對事件一直態度曖
昧，但周日突然打破沉默，在公開場合抨擊事件嚴重打
擊政府形象，可能導致執政巫統在來屆大選中落
敗，又透露曾勸納吉布辭去1MDB顧問團主
席的職務，但不獲接納。其言論隨即被解
讀為向納吉布逼宮。

不允公開批評「團結政府」
總理辦公室翌日發表公告，促請所有
內閣成員，特別是毛希丁要保持耐心，等待
調查結果，不要隨意發言。納吉布昨日表示：「我能
接受在決策過程中有不同意見和批評，但這些不同意見不
應在公開論壇發表，影響政府和國家的形象。」
內閣改組後，副總理一職由內政部長扎希德接任。
納吉布指，撤換官員是艱難決定，但毛希丁等人已
無法和政府步伐一致，故必須換人，以鞏固執政聯
盟，落實大選承諾，並為2018年大選做準備。毛希
丁則表示尊重納吉布的決定，並強調繼續效忠巫
統。
原定10月退休的阿都干尼亦因健康理由離職，由前聯
邦法院法官阿班迪接替。但阿都干尼對當地媒體表示，對
決定毫不知情。他此前負責領導一個包括央行、警方和反
貪委員的特別調查小組，專責調查1MDB醜聞。大馬民
權團體「捍衛自由律師團」對撤換檢察總長感到震驚，令
公眾更質疑政府干預涉貪案的調查。

反對黨擬提不信任動議
納吉布一直否認貪污指控，斥為政治抹黑，企圖將他逼
下台。本身為大馬最大政黨巫統主席的他，自事件爆發後
一直尋求黨內支持，並獲多個區部表態力撐，有內閣成員

也表示支持他留任。毛希丁是巫統內反對納吉布的勢力代
表，亦被視為前總理馬哈蒂爾在黨內的代理人，馬哈
蒂爾近期不斷炮轟納吉布施政不力和身陷貪腐。有分
析認為，毛希丁被撤或引發政壇巨大震盪。
來自3個反對黨的17名國會議員昨日發表聯

合聲明，表示計劃向納吉布提出不信任動議，
並邀請毛希丁和其他議員加入。反對黨還計劃成立過渡政
府，委任臨時總理領導國家一年，之後宣佈提早大選。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新加坡8頻道新聞/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馬來西亞《星報》

歷史重演難敵時代轉變
黃逸華

大馬媒體上訴 盼撤出版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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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內政部昨日宣
佈，根據《內部安全
法》拘捕51歲國民阿
里，指他涉嫌企圖經土
耳其前往敘利亞，加入
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蘭國」(ISIL)。這是
繼5月後，再有試圖加入
ISIL 的新加坡公民被
捕。

計劃返國襲西方機構
阿里於5月離開新加坡，

在第三國停留後轉往土耳其，
以掩飾行蹤，並打算再越境前往
敘利亞。他計劃赴敘期間，被土
耳其執法部門發現，上月被引渡
回新加坡後，當局將他拘捕，並
於本月發出為期兩年的拘留令。
調查指，阿里在網上接觸ISIL資
訊後變得激進。他接受問話時表
示，有計劃返星向西方機構施襲。
當地傳媒指，至今最少有兩名新加

坡人到了敘利亞加入ISIL，而且都是攜
同家眷，相信目前仍在當地。內政部強
調非常關注恐怖活動，呼籲國民舉報
可疑個案。 ■新加坡《海峽時報》/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將晤納吉布
卡梅倫淪「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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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後一代 或左右星洲大選

■大馬總理納吉布(右)
委任內政部長扎希德接
任副總理。 路透社

副總理副總理毛希丁毛希丁
■公開批評納吉布涉
貪，結果被撤換

檢察總長檢察總長阿都干尼阿都干尼
■負責調查納吉布涉貪
案，因健康理由離職

■The Edge■The Edge旗下兩本刊物因報道旗下兩本刊物因報道
總理涉貪總理涉貪，，遭勒令停刊遭勒令停刊。。

■■正訪問印尼的卡梅倫在當地女星陪同下品嚐路邊小食正訪問印尼的卡梅倫在當地女星陪同下品嚐路邊小食。。 美聯社美聯社

■■新加坡踏入建國新加坡踏入建國5050周年周年，，
去年去年2020歲以上人口多達歲以上人口多達5454%%
在獨立後出生在獨立後出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設計圖片

涉貪挨批突炒副手 檢察總長離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