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新聞A22 ■責任編輯：黃逸華 ■版面設計：周偉志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

越選新領導層 牽動中美
十二大召開 外媒稱黨內「權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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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少聲音認為，近
年越南對華態度轉趨強
硬，假如現任總理阮晉勇
成功當選越共總書記，越

南將進一步走近西方，並疏遠中國。不
過從越南政治體制來看，領導人更迭不
會對越南外交產生太大影響。中越經
貿、人文、防務等合作密切，雙邊貿易
額屢創新高，即使雙方存在分歧，相信中
越關係在越共十二大後仍會穩定發展。

越共十二大草案文件明確指出，越南
一貫奉行獨立、自主、多邊化、多樣化
的外交方針，這政策充分表明越南不會
靠邊站，不會靠一個國家來對抗另一國
家，而且越共實行民主集中制，不存在
個別領導人左右越南對外政策的情況。

誠然，近年越南仗着逐漸強大的軍力
和東盟撐腰，在南海主權爭議上與中國
立場相左，並藉此拉攏美國支持，但分
析認為越南只是利用中美矛盾，借美國
「聯越制華」政策獲得好處，並不是真
正聽命於美國，亦不會因此從根本改變
對華政策。

去年中越兩國貿易額達 958.2 億美元
(約7,470億港元)，中國連續12年成為越
南最大貿易夥伴，越南也是中國在東盟
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任越南如何向西方
開放市場，中短期內中越經貿關係的重
要性始終也難以取代。

越南傳統地緣戰略核心是均勢，在大
國之間周旋，不願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長遠來看，越南相信會盡量避免因南海
爭議與中國捲入長期軍事對峙，也不會
因此進一步開放讓美軍使用當地設施。
相反，越南可能拓展更多極外交關係，
在中美以外尋求其他勢力支援，例如印
度、俄羅斯及東盟。

余
家
昌

1$
�

越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十四次全體會議上周
舉行，並通過了下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提

名，當地盛傳阮晉勇的名字並不在名單上。報道指，
現年66歲、原本應在換屆後退休的阮晉勇，一直尋
求延遲退休，以接任越共總書記一職，不過現年71
歲的阮富仲卻成功爭取支持，很可能繼續做多一至兩
年，令阮晉勇不得不退下火線。
越南網上近月流傳很多針對阮晉勇的指控，包括指
他與美國勾結，女兒嫁給美籍越南人並入籍美國、安
排兒子出任要職，甚至指他打算在出任黨總書記後發
動「顏色革命」。

總理總書記對壘 勝負未定
目前兩派誰勝誰負仍未能肯定，報道指阮富仲雖然
獲得越共政治局支持，但阮晉勇近年成功取得黨地方
幹部及中央委員會支持，並且透過擴大政府架構架空
越共權力，而且有望分別成為下屆國家主席和總理的
陳大光及阮春福，均是阮晉勇親信。雖然代表大會臨
時更換候選領導人的情況不常見，不過香港城市大學

越 南 問 題 專 家
Jonathan London表示，
阮晉勇仍然有機會反撲。
阮晉勇致力推動改革開放，任內帶

領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美國為首的跨太
平洋戰略夥伴貿易協定(TPP)，他還領導越南增強
軍力，推動越南「融入國際」，加強與美國的外交關
係，以在南海抗衡中國。美國前外交官布朗表示，如
果阮晉勇成功接任總書記，越南就能實施拖延已久的
改革，放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

分析：料南海問題立場不變
華盛頓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認為，假

如保守派勝出，美國未來或要加強與越南領導層
建立互信，雖然美越貿易及投資關係不會受影
響，但長遠華府在與越南擴大軍事合作上將遭遇
更多阻滯。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即使阮晉勇退下
來，美越關係也不會倒退，阮富仲去年7月成為
首位訪美越共總書記，並曾表示希望美國外交軍

事重心
繼續向亞洲轉
移，便反映加強美
越關係已是越共高層普遍
共識。
至於對華關係，Jonathan London認為
無論哪一派勝出，越南在南海問題立場上也不
會改變，前美國駐越南大使邁克拉克也說，南海鑽油
台爭議後中越關係「降了幾度」，不認為越共十二大
會令中越關係有改善。

■《紐約時報》/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日經亞洲評論》

越南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定於今

日起在河內舉行，將推選越南下屆黨和國家

主要領導人，因此備受國際關注。西方傳媒

指，越共黨內圍繞十二大領導人人選出現罕

見權鬥，在南海主權爭議中立場強硬的現任

總理阮晉勇，據報原本有望出任越共總書

記，但立場較親北京的現任總書記阮富仲最

後關頭拒絕退陣，令兩派鬥爭白熱化。分析

指，假如阮富仲為首的保守派勝出，美國與

越南的軍事合作可能受影響。

印度海得拉巴大學的26歲賤民種姓博士研究生溫穆
拉，疑因被停發生活津貼及趕出大學宿舍，導致生活困
窘，上周日留下5頁遺書後，在宿舍房間上吊自殺身亡。
事件引發全國多處有大學生上街示威及絕食抗議，警方
前日射水炮驅散，扣留8人。有示威者批評校方向溫穆拉
施加太大壓力，形容「這不是自殺，而是謀殺」，還稱
溫穆拉等5名被校方處罰的學生遭冤枉，政府應對造成冤
案的人採取行動。

疑反種姓制度 遭校方削津
溫穆拉自去年7月起，遭校方停止支付每月2.5萬盧比

(約2,888港元)生活津貼，並因涉嫌攻擊執政印度人民黨
學生組織「全印度學生協會」(ABVP)領袖，本月與其餘

4名被指參與攻擊的學生遭趕出宿舍。5人曾寫信向印度
中央政府勞工與就業部投訴，並在宿舍外絕食抗議，但
溫穆拉最後仍走上絕路。
溫穆拉在遺書中稱，他並非因受其他人言語或行為刺

激而自殺，無人需為此事負上責任，指生命對他來說是
詛咒，暗示出身低種姓帶來不少困難，形容「我的出生
是致命意外」。溫穆拉的朋友則表示，溫穆拉因參加反
抗種姓制度的阿姆倍伽爾學生協會，才被校方針對，但
遭校方否認。
另有示威者指，印度勞工與就業部部長達塔特雷亞，

曾寫信給負責教育的人力資源發展部，要求對違規賤民
採取行動，另指示校方處罰溫穆拉等賤民階級學生，示
威者又要求達塔特雷亞辭職。達塔特雷亞否認所寫信件
與賤民有關，又指溫穆拉遺書無提及他的名字，代表他
及印度人民黨與自殺案無關，強調當局會查出真相。
種姓制度早於公元2世紀已有記載，用於分辨從事不同工

作的群體。種姓制度最高的人稱為「婆羅門」，傳統上是僧
侶或教師，負責傳承知識；之後是「剎帝利」、「吠舍」和
「首陀羅」。除上述4級外，尚有「土著」及「賤民」2
級，賤民指從事宗教上不純潔工作的人，如收集排泄物、垃
圾，或從事與屍體有關工作，傳統上被認為是「不可碰觸」
的種姓。不同種姓的人極少通婚，也不可以轉換種姓。印度
法律禁止歧視較低種姓者，但歧視情況普遍存在。

■《衛報》/《印度時報》/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

印尼首都雅加達上周發
生恐襲，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 (ISIS) 承認責任
後，度假勝地峇里島布萊
倫政府昨日接獲恐嚇信，
宣稱發動雅加達恐襲的恐
怖組織，將以「真主之
名」再對峇里島的登巴薩
及新加拉惹發動襲擊，主
要目標是購物中心、旅遊
景點及辦公室，並聲稱該
組織成員已抵達登巴薩等
地。恐嚇信曝光後，當局
隨即加強峇里島各港口、
機場及外國遊客眾多場所
的保安。
布萊倫警察局長海里
指，警方已展開全面調
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
以調查送信人身份。目擊
者稱，送信男子戴頭盔及
眼鏡，因此看不清樣貌。
當局指雅加達恐襲後，峇
里島各地已處於最高戒備
狀態，無論恐嚇信是否屬
實，警方均會嚴肅對待。

■《每日郵報》/
澳洲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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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賤民學生自殺 全國抗議歧視

66歲的越南總理阮晉勇被視為親
美改革派，更被美國傳媒稱為「越
南普京」，2014年5月，中越出現
南海鑽油爭議，越南爆發反華暴
動，阮晉勇當時沒有像其他越共高
層般呼籲克制，反而高調批評中
國，表示「我們絕不把神聖主權和
領土完整換取虛幻的和平與友
誼」，因而獲得不少越南民族主義
者支持。
在內政上，阮晉勇制訂了市場主
導政策，推動越南加入以美國為首
的TPP，但他任內也多次爆出國企
貪腐醜聞，而且通脹嚴重。2012
年，越共警告阮晉勇處理經濟不

當，不過得益於他採取強硬民族主
義立場處理南海爭議，阮晉勇很快
就從逆境中恢復，成功應對領導層
的挑戰。
阮晉勇生於越南南部金甌市，

1975年越戰結束後，阮晉勇以上尉
軍銜選擇留在軍隊。1981年轉業地
方，1995年1月調入中央，歷任政
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處書記等。1997年當選常務副總
理，1998年兼任越南央行行長，推
動金融系統的改革與整頓。2006年
越共十大，阮晉勇當選中央政治局
委員，排名第3，同年6月當選總理
至今。 ■綜合報道

改革派總理
美媒稱「越南普京」 在俄羅斯、巴西及中國等全球大型新興國家經濟增

長放緩之際，越南經濟穩步上揚，去年增長6.7%，預
計今年增長相若。澳盛銀行經濟師維多利諾認為，越
南將成今年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國家之一。
越南官方數據顯示，該國私人消費去年上升9.3%，

外國直接投資按年急升17.4%，達到破紀錄的145億美
元(約1,132億港元)。強勁內需及大量外國直接投資，
幫助越南抗衝全球走資潮及貨幣貶值帶來的威脅。維
多利諾還指出，越南央行加強越南盾匯率彈性，有助
強化宏觀經濟穩定，以及紓緩外匯儲備壓力。
越共社會經濟發展五年計劃將2016年至2020年每

年經濟增長目標定於7%，並希望將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GDP)由3,200美元(約2.5萬港元)提升至3,500美元
(約2.7萬港元)，通脹則維持低於5%。
維多利諾認為，除非汽車等消費品入口大幅增加，

令貿易逆差擴闊，否則經濟今年有望繼續急速增長，
但長遠前景仍視乎未來1年的政治改革。

■彭博通訊社

內需強外資增 經濟穩步上揚

越南總理越南總理
阮晉勇阮晉勇

越共總書記越共總書記
阮富仲阮富仲

■■越南軍人越南軍人
昨日在會議昨日在會議
場地附近用場地附近用
金屬探測器金屬探測器
進行檢查進行檢查。。

法新社法新社

■■有示威者起腳踢向有示威者起腳踢向
警員警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德里的示威者昨新德里的示威者昨
日手持溫穆拉的肖像日手持溫穆拉的肖像
上街抗議上街抗議。。 美聯社美聯社

■■河內工作人員前日佈置現場河內工作人員前日佈置現場，，
準備迎接今日召開的越共第十二準備迎接今日召開的越共第十二
次全國代表大會次全國代表大會。。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