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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權現暗湧
強人臨挑戰

埃爾多安狂迷：
要我們死便去死

本報直擊︰埃爾多安慘勝慘勝
掀「廚具抗命」

twitter收風
獨闖示威區快人一步

土耳其前日舉行的修憲公投，以2.82%的些

微之差獲得通過，意味土耳其將從2019年的下

屆總統選舉開始，由議會制改行總統制。雖然支

持修憲的票數遠少過總統埃爾多安和執政正義與

發展黨(AKP)原先預期，但埃爾多安仍然宣稱已

經創下歷史，更揚言會不惜推動另一次公投，以

恢復死刑。兩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和人民

民主黨(HDP)均指投票出現舞弊，要求重點部分

選票。本報記者在伊斯坦布爾所見，有居民敲擊

廚具、的士響號表達不滿，也有人上街叫口號反

對，反映埃爾多安今次只算「慘勝」，而且付出

巨大政治代價。

■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黎耀康

伊斯坦布爾報道

歐安組織質疑不公平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公投是場不公平競爭，贊成和反對方沒有獲
得公平機會。當局在最後關頭修改程序(接
納無官方蓋印選票)，令公投失去重要把
關。

歐洲委員會
公投不符合歐洲委員會標準，包括缺乏法理
框架，以及點票期間修改規定。土耳其領導
層應該審慎思考下一步，最重要是確保司法
獨立及維持法治。

歐盟
修憲將帶來重大影響，呼籲土耳其政府在修
憲過程中，盡可能尋求全國共識。

德國
期望土耳其政府立即與政治及社會各方在尊
重前提下對話。

法國
若土耳其就恢復死刑舉行公投，將違反歐洲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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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權修憲舞弊聲中過關 伊斯坦布爾背叛

■■有反修憲人士敲打廚有反修憲人士敲打廚
具具，，表達不滿表達不滿。。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黎耀康黎耀康

■■塔克西姆廣場塔克西姆廣場有一批有一批支持修憲人士在支持修憲人士在
細雨中聚集及揮動國旗細雨中聚集及揮動國旗。。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伊斯坦布爾有人在街道敲打廚伊斯坦布爾有人在街道敲打廚
具具，，以示不滿公投結果以示不滿公投結果。。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國營阿納多盧通訊社的點票結果顯示，贊成和反對修憲
的得票率分別是51.41%和48.59%，相差只有138萬

票，投票率則高達85%。今次是埃爾多安掌權以來發起的3
次修憲公投中，贊成票百分比最少的一次。選舉委員會證
實公投獲得通過，最終結果將於11至12天內公佈。

伊市15年來首反AKP
按地區計，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庫爾德
族聚居的東南部和西部人口較多地區均是反對一方佔優，
修憲方案幾乎只靠埃爾多安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的「票倉」
支持才能過關，顯示贊成和反對修憲之間存在明確地區差
異。對埃爾多安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伊斯坦布爾倒向反修
憲陣營。埃爾多安曾出任伊斯坦布爾市長，今次是當地自
2002年起，首次在選舉中反對他所屬的AKP。
公投初步結果揭曉後，伊斯坦布爾、安卡拉等地隨即出
現小規模示威。在伊斯坦布爾，數十名支持修憲人士前晚
約10時多在塔克西姆廣場聚集，揮動國旗慶祝；但在500
多米外的Cihangir區域，已有大批居民在家中敲擊廚具，
宣洩對公投結果的不滿，當時電視正直播埃爾多安的勝利
演講，每當熒幕上的群眾拍掌歡呼，街上亦同時傳出大量
金屬撞擊聲，個別居民更按捺不住，上街叫喊口號及敲打
廚具，也有的士路過時響號呼應。當局前晚在多個主要場
所加派大批警員戒備，但警車昨日日間已撤走。昨日伊斯
坦布爾市面大致平靜，政府趁着當地「鬱金香節」，於塔
克西姆廣場放置大量花盆，懷疑是借機阻止人群聚集。

揚言推動公投恢復死刑
大批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在街頭揮舞國旗慶祝。埃爾多安
發表電視演說，形容這是土耳其歷史上首次由民眾決定轉
換政治制度，宣稱不論是支持抑或反對修憲，今次公投都
是土耳其8,000萬人的勝利，語氣大有尋求和解之意，並
揚言會不惜推動另一次公投，以恢復死刑。不過他其後向
支持者發言時話鋒一轉，揶揄反對修憲的一方不應挑戰公
投結果，「現在已經太遲了。」網上有人形容他演講時面
如死灰，顯然不滿意公投結果。

無官方蓋印選票突被改有效
反對派指控公投過程中出現舞弊及違規，包括選舉委員
會在前日下午突然決定，把無官方蓋印的選票同樣列為有
效選票，選委會事後辯稱沒有問題。CHP副主席泰茲詹
表示，他們打算挑戰37%至60%的票箱結果，並質疑官方
媒體的數字不準確，如有必要會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
HDP更揚言要挑戰2/3選票的結果。

如英脫歐美大選 城郊分歧嚴重
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亞集團創辦人布雷默形容，今次公
投結果一如去年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大選，反映社會分歧
嚴重。城市與鄉郊、精英與群眾，以至土耳其人與庫爾德
人之間的差異白熱化，如何修補這種撕裂，將成埃爾多
安未來重大挑戰。
公投獲通過後，18項憲法修正案將於2019年大選後
生效，屆時總理一職會被廢除，加上其他修訂，令
大權集於總統一人之手。埃爾多安相信，「土耳其
式」總統制將令土耳其從去年流產政變，以及來自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及庫族武裝分子的連
番襲擊後，帶來穩定和繁榮。由於修憲廢除了總統
必須無黨派的規定，AKP表示將邀請埃爾多安重新
入黨。
投下贊成票的伊斯坦布爾自僱人士塞克認
為，現時是奪回國家控制權的時候，又指在
國父凱末爾治下時，土耳其已是「一人統
治」，不覺得需要害怕。同市的船長阿澤則
反對修憲，表示不希望整個國家的行政、司
法及立法的權力均集於一人身上。

外界普
遍認為修
憲公投通
過後，埃
爾多安有
望執政至
2029 年，
若由他出
任總理的
2003 年起
計算，埃
爾多安將
成為現代
土耳其建
國以來，

執政時間最長的人物。然而今次公投中，支持
修憲的得票率遠低於預測，人口最多的伊斯坦
布爾更「倒戈相向」，反映埃爾多安進一步擴

權的野心，已引起一部分國民不

安，他長期掌權的如意算盤並非十拿九穩。
總統制對埃爾多安而言是雙面刃，他固然可

藉此繼續掌權，並削弱國會的制衡力量，但若
在野黨在兩年後的總統選舉，成功協調一名候
選人，可集中反對埃爾多安的票源。
無可否認，現時在野黨尚未出現一名具足夠

政治魅力的人選，與埃爾多安正面交鋒，但近
年歐美選舉的經驗顯示，政壇新星往往能在短
時間內冒起，埃爾多安實難言安枕無憂。
2014年埃爾多安當選總統時，得票率約為

51%，假如他兩年後再「跌票」，便有機會陰
溝裡翻船。如此一來，埃爾多安擴大了總統權
力，自己卻無法當選，白白把大權交給在野
黨，將是最諷刺的結果。
退一步說，即使埃爾多安成功連任總統，以

今次公投的爭議估計，他屆時很可能面臨選舉
舞弊的指控，恐再次引發類似2013年的大規模
反政府示威，埃爾多安始終無法只靠鄉郊票源
支持，忽視城市的強大民意，任意妄為。

■土耳其報章頭版報道公投結果。 黎耀康攝■廣場放置花盆，懷疑是阻止人群聚集。黎耀康攝

前日公投完結後不
久，初步點票結果顯示
支持修憲的票數領先。

記者隨即到塔克西姆廣場考察情況，只見採訪車
泊滿一角，粗略點算最少有10多間傳媒正在錄
影，包括美聯社及今日俄羅斯(RT)等國際傳媒。
不過最令記者「自豪」的，莫過於率先抵達其中
一個示威現場，比獲充足人手支援的其他同行更
快捷。
前晚約10時，伊斯坦布爾開始下微雨，記者避

雨期間打開手機，利用 twitter搜尋「伊斯坦布
爾」一詞，看見有人敲打廚具示威的消息，打開
地圖軟件後，發現事發的Cihangir地區與廣場相
隔僅500多米，於是馬上動身前往。
記者在Cihangir 附近開始聽見金屬撞擊的聲

音，沿着聲音來源尋找，最終走進一間士多，只
見各人聚精會神觀看埃爾多安的演講直播，又無
視禁酒令偷喝紅酒。
約數分鐘後，零星居民走到行車路敲打廚具，

記者連忙走出街道拍照，不久後便有一架的士到
場，下車的人拿着攝錄器材，相信正是同樣「收
到風」的傳媒人。隨後到場的記者愈來愈多，他
們都嘗試訪問路人，「偷聽」下才發現這些記者
的土耳其語不俗，能夠作基本對答。
能夠快人一步，記者不禁沾沾自喜，卻感嘆自

己語言能力不足，無法把握先機，「捉到鹿唔識
脫角」。

■■多架警車及裝甲車在塔克多架警車及裝甲車在塔克
西姆廣場戒備西姆廣場戒備。。 黎耀康黎耀康攝攝

■■對埃爾多安打擊最大的對埃爾多安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伊莫過於伊
斯坦布爾倒向反修憲陣營斯坦布爾倒向反修憲陣營。。 新華社新華社

修憲公投通過後，安卡拉有大批埃爾多安支持者歡呼喝
彩，部分人甚至高唱口號：「叫我們殺敵，我們會殺；叫我
們去死，我們會去死。」顯示埃爾多安支持者的狂熱程
度。
雖然公投只以些微票數獲得通過，但埃爾多安支持者卻認

為公投象徵土耳其舉國團結，一名正義與發展黨女黨員更毫
不諱言地支持埃爾多安的保守民族主義，「為了強大的伊斯
蘭國度，為了強大的中東，土耳其要轉變成總統制。全世界
要收聲，土耳其已變得更強大，美國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