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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近20年來，泰國社會上紅衫
軍與黃衫軍的涇渭分明，支持前總理
他信的紅衫軍主要來自東北及北部農
業地區，反他信的黃衫軍則有不少來
自南部地區的橡膠農。但自軍政府
2014年上台以來，泰國經濟未有起
色，基層農民生計極受影響，故今次

大選中，南部的農民均開始反思，是
否仍會一如既往地將選票投給反他信
陣營。
泰南橡膠農每月收入在2013年至

2017年間下跌了2%，每戶只有2.7萬
泰銖(約6,651港元)。52歲的戈尼那在
宋卡府經營大型橡樹園，她指軍政府

未能改善經濟，希望以選票帶來改
變，故未必會再投票予反他信的民主
黨，亦不想現任總理巴育連任。
宋卡王子大學的民調顯示，約

27%受訪橡膠農計劃投票予新生政
黨未來前進黨，24%仍會支持民主
黨，他信陣營的為泰黨及軍方背景

的公民力量黨則分別有 19%及
12%。43歲的邦翁明言支持為泰黨
的經濟政策，對於終可再投票，她
感到非常興奮。她希望民主路線政
黨獲勝，但在修憲後軍政府更有優
勢，她指「希望可見到奇跡」。

■綜合報道

生計受損 黃衫軍拒盲反他信陣營

軍方在新憲法內制訂的選舉方
式，明顯是要杜絕所有非親軍

方政黨掌權的可能性。今次參選的
5大政黨中，前總理阿披實領導的
民主黨、他信陣營的為泰黨及左翼
的未來前進黨於本周初達成協議，
同意繞過上議院，由下議院投票推
選新總理，不過由於現任總理巴育
領導的公民力量黨和另一政黨自豪
泰黨拒絕參與，成事機會甚微。

政黨比例議席不利大黨
既然無法繞過上院，非軍方政黨
上台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下院選舉取
得超過 376席，不過這也絕非易
事，原因是新憲法規定每個政黨所
得下院議席的比率，將不得超過得
票率，此外亦調整了下院選區議席
及政黨比例議席的選舉方式，由原
本分開投票改為只計算選區議席投

票，兩者議席數量分佈亦由375席
和125席，改為350席及150席，對
為泰黨和民主黨等大型政黨相對不
利。
所謂選區議席顧名思義是由選民

一人一票選出，但政黨比例議席的
方式則複雜得多。以不被承認的
2011年大選為例，當時選區議席和
比例議席仍是分開投票，為泰黨分
別得票為44.9%和48.4%，最終該
黨在 375 席選區議席中得到 204
席，125席比例議席中則得到61席
(直接按得票比例分配)，合共265
席；但如果將同一選區得票率
(44.9%)放到今屆計算，為泰黨最多
只能獲得224席，扣除了可能獲得
的190席選區議席，該黨最多只能
在比例議席中獲得34席，佔比例議
席總數約1/5。
因此相對於大型政黨，新制度明
顯對原本無望取得議席的小政黨更

有利，不但削
弱大黨勢力，
同時令政治勢
力 分 佈 碎 片
化，意味新一屆
下議院將更難達
成共識，上議院
或軍方介入的空
間將會更大。

■綜合報道

泰國即將舉行8年來首次獲承認的國會大選，標誌着2014

年軍方政變以來，軍政府長期管治的結束。不過大選並不代

表軍方完全放棄權力，軍政府早於年前修憲時埋下伏線，透

過修改以往純由下議院推選總理的方式，確保軍方繼續對政

府發揮影響力。在新憲法下，總理需由上下議院750名議員

過半數選出，由於上院250席全由軍方委任，意味支持軍方

的政黨只要在明日大選中取得下院126席，便可達到376席

門檻，決定總理人選，換言之，親前總理他信的政黨即使在

選舉勝出，也很大機會無法重掌權力。

泰國總理巴育透過軍事政變上台，任內實
施鐵腕統治，惹來許多國民不滿，今次大選
能否成功連任備受考驗。巴育競選團隊打出
「溫情牌」，最近在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
推出巴育親自填詞的多首歌曲，包括《新的
一天》和《為國而戰》等，呼籲泰國人團結
及推動國家民主發展，音樂影片伴隨一幕幕
充滿泰國色彩的畫面。然而網民對影片「彈
多過讚」，評論區更有人促巴育下台。

親自填詞「步向民主路」
《新的一天》是一首泰國民謠，巴育有
份填詞，歌詞包括「我們展望泰國歷史新
一天，步向民主路」，以及「泰國新的一
天正在來臨，所以我們可以修補過往的錯

誤」，歌曲交由兩名軍人演唱。
在《新的一天》音樂影片中，首先出現
一面隨風飄揚的泰國國旗，然後穿插泰國
具代表性的不同場景，包括僧侶、農民收
割稻米和傳統文藝表演，儼如泰國的眾生
相。到影片結尾，男女老幼一個接一個笑
看鏡頭，默默點頭，似是表達認同巴育。
巴育此時登場，用手勢呼籲國民歡笑，影
片最後以旭日初升結束。
網民對於巴育的歌曲反應不一，大部分

對影片「劣評」多於「點讚」。有網民留
言嘲諷，問巴育為何不辭任總理，專心唱
歌。另有網民說，「我不想要一個靠寫歌
讓自己感覺良好的領袖」。
巴育自2014年發動軍事政變掌權至今，

軍政府多次延遲大選，並推動修憲讓軍方
掌握實權。有輿論認為，巴育任內打壓民
主，其撰寫的歌曲卻鼓勵推動民主，實在
諷刺。 ■綜合報道

軍政府「屈機」
他信陣營難奪權

泰國前總理阿披實領導的民主黨於1947
年成立，是泰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之一，
以支持商界及建制路線的政策著稱，但泰
國近年政局已變成前總理他信陣營與軍方
陣營的兩雄之爭，民主黨既不支持軍政
府，也不想與當年曾經鬥個你死我活的他
信陣營合流，進退失據。阿披實則希望以
「第三者」姿態突圍而出，標榜自己是帶
領泰國走出十年困局的另類選擇，但情況
並不樂觀。

阿披實選前接受路透社專訪，他形容選舉
不是非黑即白，泰國值得有更多選擇，而民
主黨可成為選民的新選項。2014年軍方政
變後，阿披實曾經因為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政
變而受到批評，今次選前他已表明不會支持
現任總理巴育連任，但同時亦拒絕與他信陣
營的為泰黨合作。阿披實強調，過去20年
之所以不斷發生軍方政變，前提就是因為他
信陣營貪污。
民主黨的票倉集中在南部地區及曼谷中

產階層，而他信一派則主要獲北部及東北
部民眾支持，自2001年起，每次大選結果
均是他信陣營勝出、民主黨第二。阿披實
希望能夠吸引既不支持他信、亦不支持巴
育的選民，但此類選民的人數實際有多
少，仍是未知之數，甚至可能不足以讓民
主黨在國會保留100個議席，同時泰國選
民不會輕易轉換支持多年的陣營，阿披實
將自己包裝為另類選擇，未必有效。

■綜合報道

阿披實進退失據 標榜「另類選擇」

泰國軍政府在大選前不但收緊選
舉法例，更成立名為「網絡戰情
室」的監察中心，由專人審查社交
平台上涉及違反選舉法例的內容，
作出舉報。雖然當局表示這是為了
打擊假新聞，避免外國勢力干預選
舉，但反對派認為此舉不但阻撓他
們自由競選，亦令候選人因怕被取
消資格而自我審查，導致選舉不
公。

誤導選民抹黑對手可重罰
選舉法規定，候選人及所屬政黨
需向選委會上報社交平台賬號，網
上發文只准討論政綱，若涉及誤導
選民或抹黑對手，隨時可能被取消
資格，甚至監禁10年、禁止從政20

年。「網絡戰情室」每日會花8小
時搜索違例帖文，例如散播謊言、
誹謗候選人或在帖文內使用粗俗語
言等。一旦發現違規後，便會向選
委會舉報，並要求營運商移除內
容。
選委會副秘書長沙旺表示，其他

國家近年出現選舉被操縱的情況，
但未有採取措施監管社交平台，故
泰國在這方面是領先其他國家。
不過，軍政府此舉被指引發寒蟬

效應。未來前進黨黨魁塔納通被指
在官方網頁自我介紹中誤導選民，
一度面臨被取消資格，雖然選委會
最後未有處罰，但未來前進黨現時
在網上發文前，均會先諮詢法律意
見。 ■路透社

「網絡戰情室」監控帖文
候選人自我審查

YouTube推歌倡民主 巴育被轟虛偽

流亡海外的泰國前總理他信的幼
女貝東丹，昨日與機師男友彼多在
香港尖東瑰麗酒店舉行婚禮，多位
泰國政商界名人專程來港出席，包

括早前一度宣佈參加明日泰國大選
但被取消資格的泰王王姊烏汶叻公
主。他信於下午4時左右乘坐高級房
車抵達酒店，並以英文向在場傳媒

表示「Very Happy」(很開心)，與他
一樣流亡海外的妹妹英祿亦於稍後
到場，並以泰語向記者打招呼。

■法新社

他信在港嫁女他信在港嫁女 烏汶叻公主到賀烏汶叻公主到賀

■巴育在造勢大會
中展示招牌手勢。

路透社

■巴育在影片中顯示親民作風。 網上圖片

■■黃衫軍有不少是黃衫軍有不少是
來自南部地區的來自南部地區的

橡膠農橡膠農。。
路透社路透社

■■他信在港嫁他信在港嫁
女女，，獲泰王王獲泰王王
姊烏汶叻公主姊烏汶叻公主
親臨到賀親臨到賀。。

法新社法新社

■■他信幼女貝東丹與丈夫彼多他信幼女貝東丹與丈夫彼多。。 美聯社美聯社

■■英祿盛裝出席英祿盛裝出席。。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