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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海嘯」爆發！馬來西

亞大選結果昨日揭曉，反對派「希

望聯盟」(希盟)出乎選前民調預測，擊

敗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國陣)，取得國會

過半議席，實現大馬自1957年建國以來首次政

黨輪替。希盟領袖馬哈蒂爾昨晚到皇宮宣誓，就任大

馬第7任總理，亦是他第二度拜相，92歲的馬哈蒂爾亦

成為全球最年長的國家領導人。

大馬選舉委員會昨日凌晨陸續公佈各選區的選舉結果，希盟在222
個國會議席中取得113席，拋離國陣的79席，第三大黨伊斯蘭

黨則取得18席。選舉投票率為76%，較上屆下跌近9個百分點。當局
在選舉結束後宣佈，把昨日和今日列為特別假期。

國陣票倉遭連環攻陷
希盟於吉隆坡、檳城、雪蘭莪等根據地均大勝而回，並從國陣手上
取得柔佛、馬六甲、森美蘭和吉打州議會控制權。希盟同時攻陷被視
為國陣票倉的東馬沙巴和沙撈越州，在兩地取得16個議席。相反，
國陣只能保住彭亨和玻璃市兩州，經營多年的沙巴州執政權亦告失
落。

納吉布批謊言影響選舉
國陣領袖納吉布原定前晚會見傳媒，但直至昨晨才發表講話，表示

接受人民抉擇，國陣會尊重民主原則，又批評有人以謊言影響選舉。
由於希盟擁有4個成員政黨，也沒正式登記為聯盟，納吉布宣稱沒有
單一政黨取得大多數議席，總理人選需由最高元首蘇丹決定。

傳國陣圖收買反對黨
納吉布的言論隨即引起揣測，加上馬哈蒂爾上午未有如期到皇宮宣
誓，使大馬政權移交出現暗湧。當地傳媒報道，國陣企圖向支持希盟
的民族復興黨議員支付2,000萬令吉(約3,975萬港元)，收買他們轉投
國陣。馬哈蒂爾其後表示，宣誓延誤只因部分議員未起床，皇宮傍晚
發聲明，表示會於晚上舉行宣誓儀式，亦有政府官員換下建築物的納
吉布肖像。馬來西亞警方表示，會確保和平有序移交政權。

聲稱不報復 尋求赦安華
馬哈蒂爾形容納吉布的時代已結束，新政府將重建法治，故希盟不
會向納吉布報復，但若有證據顯示有人違法，便需依法辦事。他期望
盡快組成新政府，助國家撥亂反正，包括廢除商品及服務稅、檢討假
新聞法案，並尋求特赦被囚的人民公正黨領袖安華。

民眾慶重生 光良：感謝神
吉隆坡大批希盟支持者上街慶祝，有選民對大馬變天期待已久，形
容國家獲重生，希望馬哈蒂爾兌現競選承諾，建立更公正的新政府。
多名大馬藝人亦在社交網站慶祝，男歌手光良直言「感謝神」，另一
男歌手張智成表示以馬來西亞為榮，笑言「終於可以脫掉紅內褲」。

■《馬來郵報》/《衛報》/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
新加坡《聯合早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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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歲的馬哈蒂爾曾擔任總理長達
22年，是任期最長的大馬總理，任內
帶領國家經濟起飛，興建吉隆坡知名
地標雙子塔和吉隆坡國際機場，都是
其光榮政績，被尊稱為「馬來西亞現
代化之父」。不過，他的管治作風被
指獨裁，屢次打壓異見人士，在
1990年代末與時任副總理安華決裂
後將他革職，安華其後更因雞姦罪被
判囚。

批歐洲人貪婪好戰
馬哈蒂爾從政前是一名醫生，自

1946年加入最大馬來人政黨巫統
後，活躍政壇至今逾70年，但政途
並非一帆風順，曾因反對前總理東姑

阿都拉曼被開除黨籍，直至對方下台
後，才重新加入巫統並進入國會。他
經常發表尖銳言論，曾猛烈批評西方
國家的新殖民主義，形容歐洲人貪婪
好戰。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馬

哈蒂爾盛傳與安華就處理經濟和打擊
貪腐等議題出現分歧，令兩人關係決
裂。馬哈蒂爾後來亦與他提拔的納吉
布鬧翻，猛烈批評納吉布捲入一馬發
展公司(1MDB)挪用公款醜聞，決定
東山復出創立土著團結黨，更與安華
冰釋前嫌，破天荒與反對派結盟，謀
求將納吉布趕下台，稱「我一生最大
錯誤就是選擇納吉布，我希望糾正這
錯誤」。 ■法新社

「大馬現代化之父」獨裁管治22年

由4黨組成的反對派「希望聯
盟」雖然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
但馬哈蒂爾創立的土著團結黨僅
得12席，議席數目於聯盟中屬少
數，加上4黨在政治理念仍有分
歧，部分黨派可能被聯盟以外的
陣營拉攏，導致組閣陷入僵局。

安華黨派影響力最大
馬哈蒂爾承諾讓下月出獄的安
華擔任總理，不過因法例規定5
年內不得參政，安華需首先得到
最高元首特赦，
隨後再勝出國

會議席補選，才可出任總理，馬
哈蒂爾需在這段時間維繫「希望
聯盟」內部團結。然而，反對派
成員一直批評馬哈蒂爾以往任總
理時管治作風專橫，可能無法有
效共同施政。
此外，馬哈蒂爾與安華是為勝

選而合作，兩人均承認並非「和
解」，只是同意「一起向前看」，而
安華創立的人民公正黨於「希望聯
盟」內取得最多議席，令安華在反
對派陣營中的影響力更穩固，令

兩人合作關係存暗
湧。 ■《當今大馬》

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民陣線」
內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今屆大
選一敗塗地，總會長廖中萊、多名
副總會長及馬華青年團團長均告落
敗，只有署理總會長魏家祥擊敗反
對派「希望聯盟」候選人劉鎮東，
保住馬華在國會唯一議席。
馬華於 2004 年大選曾奪得 31

席，但不少華人近年轉向支持反對
派，馬華在選舉的表現每況愈下，
上屆大選只能保住7席，馬華今屆
選前亦坦言形勢不樂觀，有分析家

認為，馬華失利除歸咎於大馬「華
人反風」，亦因國陣內的巫統拉攏
伊斯蘭黨，冀伊斯蘭黨與「希望聯
盟」互鬥以收漁人之利，分薄原本
支持馬華公會的巫統中間派選民票
源。
廖中萊昨日在報章撰文，表示馬

華公會尊重大選結果，呼籲黨員團
結面對挑戰，今日會召開中委會檢
討表現，制訂未來發展方向。

■馬來西亞《中國報》/
新加坡《聯合早報》

華人背棄國陣 馬華僅1席險亡黨

馬哈蒂爾在競選期間曾揚言，當
選後對中國投資加強監管，外界關
注中馬關係會否在政局變天後同樣
改變。馬哈蒂爾昨日勝選後表示，
「希望聯盟」支持「一帶一路」倡
議，但會檢討大馬在「一帶一路」中
扮演的角色，可能就部分協議與中

國重啟談判。
在 1990 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
中，東南亞各國貨幣大幅貶值，大
馬經濟亦受打擊，由於中國保證人
民幣不貶值，令局勢沒有進一步惡
化。馬哈蒂爾此後調整外交政策，
向中國靠攏，令兩國關係邁向新階

段。不過，他的對華立場在今屆大
選有所改變，令外界費解。馬哈蒂
爾昨日指出，會檢討納吉布政府時
期的所有政策，有關政策不只涉及
中國，也涉及許多國家。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

師李克賢認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

的經濟關係日趨緊密，故每逢這些
國家舉行選舉，中國議題難免有增
無減，馬哈蒂爾上台後未必會大幅
調整對華關係，但微調難免。他亦
指出，由於大馬和中國簽訂的基建
協議，部分已落實難以推翻，相信
馬哈蒂爾不會違反協議。■路透社

4黨聯盟存分歧 組閣或陷僵局

大馬反對派「希望聯盟」意外勝
出大選，除了掀起「政治海嘯」，
也為經濟增添不明朗因素。投資者
憂慮新政府政策傾向民粹，可能拖
累大馬經濟，預料大馬股市下周開
市可能下挫約5%，本幣令吉匯價
亦會受壓。評級機構穆迪昨日警
告，假如希盟兌現競選承諾，恐對
大馬投資評級構成負面影響。

下周復市或跌8%
希盟承諾廢除商品及服務稅

(GST)，減低國民生活開支，然而
該稅項屬政府穩定收入來源，穆迪
警告希盟建議廢除消費稅，卻沒提
出其他收入來源，將加劇國家依賴
石油收入。另外，希盟提出重新引
入燃油補貼，亦可能擾亂自由市

場，並加重政府財政負擔。
大馬金融市場近日休市，但令吉

離岸價昨日凌晨起已有異動，美元
兌令吉先突破4算，高見4.0477，
其後回順至3.95水平，波幅接近
1,000點子。分析師估計，令吉未
來3個月將受拋售，美元兌令吉有
望上試4.2關口。在美國掛牌的大
馬ETF前日急挫6%，創去年12月

以來低位，當地投行艾芬黃氏估
計，大馬股市在下周首3個交易日
可能累跌約8%。
瑞典北歐斯安銀行亞洲策略總監

橫田(Sean Yokota，譯音)表示，令
吉下跌主要出於市場擔憂政權轉
移，但環球經濟持續理想，加上油
價回升，相信投資者考慮基本因素
後，會重新吸納令吉。 ■路透社

馬哈蒂爾支持「帶路」或重談與華協議

經濟改革惹恐慌 恐冧市拋售令吉

■■希盟支持者在路邊揮舞旗幟慶祝希盟支持者在路邊揮舞旗幟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希望聯盟希望聯盟」」意外意外
大勝大勝，，支持者振臂支持者振臂
狂呼狂呼。。 法新社法新社

■■馬哈蒂爾馬哈蒂爾((中中))與黨員手牽手慶祝勝選與黨員手牽手慶祝勝選。。 法新社法新社

■■馬哈蒂爾宣誓就任馬哈蒂爾宣誓就任
總理總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