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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國會選舉明日投票，反對派領袖昂山素

姬帶領的全國民主聯盟(簡稱民盟)料將

勝出，但取得的議席數量、該黨選後

部署仍然不明朗。《華爾街日

報》質疑昂山未必有能力領導緬

甸，商界擔心她對經濟問題了解

不深。分析指，民盟即使勝選也

無法獨力掌舵，須組成執政聯

盟。

昨日是冷靜期前最後一天，民盟
盡全力拉票，到訪當地的記者

和政治分析師一致看好該黨取勝。
憲法規定國會25%議席必須由軍方
委任，民盟須取得餘下議席的67%
才算贏得多數席位。若民盟無法大
勝，就需在明年2月國會議員上任
前，與其他政治派別商議合組政
府。

無法任總統 感被美背叛
緬甸憲法第59條列明配偶或子

女持有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總
統，由於昂山的丈夫及兒子皆為
英籍，民盟過去一直尋求修憲，容
許昂山成為總統。然而今年6月國

會在軍方代表反對下，否決修改條
文。總統吳登盛的發言人強調，有關條

文目的是避免外國干預，亦適用於全國國
民，絕非針對特定人物。昂山前日表明若民
盟執政，自己會凌駕總統之上，惹來爭議。
執政黨昨日反駁指無人能凌駕總統，消息稱
軍方也不會聽命於一個服從於他人的總統。
昂山多次批評外國與現屆政府合作，合理

化現有管治，使民主進程停滯，引起部分外
交官員不滿，認為這使他們難與緬方合作。

美國一直是昂山重要支持者，但有昂山的盟
友稱她感到被美國背叛，因為華府沒堅持讓
她有機會出任總統。

倡車廠製單車 失外企信任
商界亦憂慮昂山對工商業不利，她2012年

曾批評緬甸政府經營的能源公司欠缺透明，
促請國外能源業勿與當局合作，又建議外資
投資農業；去年會見美國汽車業代表時，更
建議對方生產單車。有美國經濟事務官員坦
言，不少外國企業均不相信昂山能處理經濟
事務。
昂山的經濟事務顧問特尼爾強調她並非反

對工業，仰光有分析師亦指昂山和民盟主張
反貪污，有助吸引外資、刺激本地經濟。昂
山前日表示，外界的批評反而證明她是「真
正的政治人物」，又反擊商界的批評，指他
們應閱讀其政綱。
美國喬治城大學緬甸研究專家斯坦伯格認

為，民盟提出的經濟政策欠具體，或拖累海
外投資者信心。緬甸國內同樣有質疑昂山的
聲音，被拒代表民盟出選的紐紐丁(Nyo Nyo
Thin，譯音)稱昂山聲望太高，沒人敢對其說
法持異議，若她領導國家反而不利。

■《華爾街日報》/新加坡《海峽時報》/
法新社

緬甸改革開放後逐漸靠攏西方，總統吳登
盛政府與中國的關係不斷倒退，相反昂山素
姬今年6月以全國民主聯盟領袖身份獲邀訪
華時，卻獲得高規格接待，更於北京與中共
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顯示中國政府早已為緬
甸政權更迭做好準備，民盟領導人亦有信心
一旦成功執政，可以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
中國是緬甸最大貿易夥伴，兩國去年雙邊

貿易額達259億美元(約2,008億港元)，遠超緬
甸與美國的1.94億美元(約15億港元)。另外，
緬甸西南接壤孟加拉灣，有助中國進入印度
洋，經濟及戰略地位重要。
民盟中委溫滕(Win Htein，譯音)上月受訪時

表示，民盟對中國沒有負面看法，又稱緬甸必
須對鄰國友善，雙方才會得益，故昂山亦選擇
與中方友好。仰光政治分析師覺林烏(Kyaw
Lin Oo，譯音)指緬甸有助中國內地的經濟發

展，無論什麼黨派執政，均要在取得西方支持
的同時，避免引起中國不安。

■彭博通訊社

華做好緬變天準備
料續互利關係

緬甸勞工成本低廉，並擁有經
濟增長潛力，吸引很多海外企業
投資設廠，包括中國內地、香
港、新加坡和日本的廠商。政治
風險是海外直接投資(FDI)主要
考慮因素之一，因此投資者都很
關注今次緬甸大選。
在軍政府領袖丹瑞執政的最

後一個財年(2010至2011年)，
緬甸FDI金額達到200億美元
(約1,550億港元)，內地和香港
的投資就佔了當中的7成。2011
年緬甸過渡至文官政府後，華

資有所減少，現總統吳登盛執
政4年以來，緬甸的FDI合共為
190億美元(約1,472億港元)，雖
然表現不及以往強勁，但仍能
夠維持一定增長。在亞洲地
區，新加坡企業大力投資緬
甸，佔去年FDI的逾半。日本
則有大銀行出資開發仰光東南
部的迪拉瓦經濟特區，吸引汽
車零件和製衣廠進駐。
新加坡克亮照明公司負責人

表示，他們打算把燈具生意擴
至新加坡以外，曾考慮過中國

內地、越南及印尼三地，最後
決定進軍緬甸喝「頭啖湯」。
新加坡媒體指出，投資者對緬
甸大選抱審慎樂觀態度。新加
坡Drakens Technologies 副總
裁奧古斯丁．陳 (Augustine
Tan，譯音)表示，公司一直關
注政治與經濟風險，緬政府近
年作出不少努力，使國家經濟
增長強勁，政府更透明和可
靠，期望大選後社會更穩定。

■英國《金融時報》/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

20國集團(G20)峰會將於15至16日在土
耳其舉行，當地政府嚴陣以待，大舉搜捕
潛伏全國的懷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成員。昨日的行動中，警方便在
舉行會議的安塔利亞拘捕20名懷疑ISIL
成員，當中兩人據報來自俄羅斯，亦有兩
名是女性。
多國元首均會出席今次G20峰會，包括

美國總統奧巴馬及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議
主題相信將圍繞敘利亞內戰及ISIL威脅。
土耳其近月接連發生恐怖襲擊，其中上月
安卡拉一個和平集會發生連環炸彈爆炸，
造成102人死亡，事後土耳其政府全面搜

查全國各地，拘捕與ISIL有關的懷疑恐怖
分子。
安塔利亞警方昨日搜查市內3處地點，

拘捕20名疑犯，指他們涉嫌與伊拉克和敘
利亞的ISIL成員有聯繫。另外，當局前日
亦在伊斯坦布爾機場扣留41名摩洛哥人，
指他們企圖前往敘利亞加入ISIL，其中20
人被逐出境，其餘仍在接受問話。

部署逾萬警 保G20峰會安全
當局目前已在安塔利亞佈置多達1.1萬

名警員，以確保G20峰會安全舉行。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土國拘20人 疑「伊斯蘭國」成員
日本大阪府堺市市

議員、有「美女刺
客」之稱的小林由佳
最近被當地民眾舉
報，指她涉嫌以網頁
管理費、傳單印刷費

等名目，虛報公款開銷，4年任期內騙
取1,000萬日圓（約63萬港元）。若指
控屬實，她將被逼辭去議員職務。
報道指，小林2011年上任後，每月申

報2萬日圓（約1,263港元）網頁管理
費，但卻很少更新個人網誌；4年間，她
又先後申報10萬日圓（約6,314港元）

的卡片印刷費，傳單印刷費更高達80萬
日圓（約5萬港元）。不過媒體發現，這
些傳單根本從來沒有印過，申報單據上
的印刷公司更根本不存在。
去年底，小林也曾遭類似檢舉，市監
查委員會已要求她退回2013年度的67萬
日圓（約4.2萬港元）公費。小林將事件
歸咎於秘書，為自己監督不周致歉。
現年37歲的小林曾任電視記者及主

播，2011年大阪維新會為推動「大阪
都」構想，派出大批美女參選大阪市和
堺市市議會，小林正是其中之一。

■綜合報道

日美女議員涉騙63萬公款

投資熱點 外資關注結果
緬甸201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換取美國政府
2012年撤銷多項制裁，標誌兩國關係解凍，但
其後緬甸政治改革緩慢，今次大選的過程及結果
可能影響華府是否撤銷餘下制裁。美國副國家安
全顧問羅茲周三警告，若選舉結果未能令人信
服，兩國關係將難望向前。
羅茲表示緬甸政府有結構問題，令選舉未能
完全達至平等及開放，矛頭直指緬甸憲法規定軍
方可以委任國會1/4議席，以及禁止昂山出任總
統的條文。華府官員亦曾批評緬甸剝奪羅興亞人
及穆斯林的權利。
美國國會早前通過動議，要求就緬甸逼害少
數民族羅興亞人一事，將其列入侵犯人權的黑名
單。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上月明確指出，
假如選舉結果沒反映緬甸多數人的意願，美國將
難以解除針對緬甸的餘下制裁。 ■美聯社

倘不合心意
美難撤制裁

■■全國民主聯盟的支持者全國民主聯盟的支持者，，前晚在集會上揮舞旗幟造勢前晚在集會上揮舞旗幟造勢。。 法新社法新社

全國民主聯盟領袖全國民主聯盟領袖

昂山素姬昂山素姬

現任緬甸總統現任緬甸總統

吳登盛吳登盛

■■昂山今年曾到訪北京昂山今年曾到訪北京，，並並
獲習近平接見獲習近平接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土耳其警方拘捕一名懷疑是「伊斯
蘭國」成員的男子。 網上圖片

■■有長者昨日在工作人員有長者昨日在工作人員
協助下提早投票協助下提早投票。。 美聯社美聯社

小林由佳小林由佳

大選可能結果
反對派大勝

緬憲法為軍方預留25%議席，意味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需取得餘
下議席中的2/3，才能單獨執政，直接選出心儀人選出任總統。
憲法禁止昂山擔任總統，估計她或出任國會議長，實際領導政

府。若她推動加深改革及再修憲，與軍方關係恐進一步惡化。

反對派勝出，但未取得國會過半議席
假如民盟以較小優勢勝選，未能取得國會半數議席，便要與少數

族裔政黨尋求聯合執政，屆時小黨能參與決定總統人選。

反對派勝出，但執政黨與其他政黨合作
即使民盟勝選，現時執政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SDP)仍有可能通

過軍方的25%議席，再與其他政黨合作，讓總統吳登盛連任。不過
這將削弱政府合法性，當局或要與昂山再談判，屆時有機會承諾修
憲，准許她下屆出選總統。

執政黨取得過半議席
若USDP意外獲勝，會被視為操控選舉結果，民盟很可能杯葛新

國會。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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