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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首都喀土穆昨日上午突然出現大批軍隊，裝
甲車進駐主要道路及封鎖機場，軍方部隊更

攻入巴希爾所屬政黨「伊斯蘭運動」總部，政變消
息馬上流傳。國營電視台其後發佈聲明，稱軍方將
作重大宣佈，國營電台節目亦停播，改為播放軍
樂。
蘇丹軍方隨後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解除巴希爾的
所有職務，並解散政府。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巴希
爾身在總統府，並接受軍方嚴密看管，俄羅斯傳媒
則報道，巴希爾已被押送至軍方總參謀部大樓。
奧夫昨午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佈已拘捕巴希爾，
並於全國實施緊急狀態3個月，軍方同時頒佈全國停
火令，並關閉領空24小時，陸路邊境則關閉直至另
行通告。
軍方較早前亦宣佈，將釋放所有政治犯。消息
指，軍方正計劃成立過渡政府，但未有細節。

觸犯戰爭罪行 任內國家動盪
巴希爾由1989年起執政，蘇丹在他任內持續動
盪，達爾富爾地區武裝衝突不斷，海牙國際法庭更
裁定巴希爾觸犯戰爭罪行，南蘇丹亦於2011年宣佈
獨立。
蘇丹去年12月起爆發反政府示威，抗議當局計劃
提高麵包官方價格，要求巴希爾下台。示威上周六
起升級，反對派在總統府和國防部所在的軍事特區
外通宵紮營，當局採取強硬手段鎮壓，至今造成最
少22人死亡。

示威者上街慶祝 反對派抗議
數以千計喀土穆市民昨日上街慶祝巴希爾倒
台，他們載歌載舞，並高呼反對巴希爾的口號，
「政府倒台了，我們贏了。」部分人爬上裝甲車頂
部，與士兵合照。反對派促請蘇丹成立民主政府，
揚言不會接受軍方或巴希爾的親信上台，否則會繼
續示威，部分人則憂慮巴希爾最終會流亡海外。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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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國家蘇丹的反政府示威昨日演變成

軍事政變，蘇丹國防部長奧夫昨日宣佈，

執政30年的總統巴希爾已經下台及被捕，

國家將實施緊急狀態3個月，軍事委員會則

會在未來兩年接掌權力。軍方亦頒佈全國

停火令，適用範圍包括達爾富爾地區。反

對派不滿軍方尋求掌控國家，揚言繼續示

威。

蘇丹喀土穆新一輪反
政府示威中，一名白袍
女子的片段及照片在網
上瘋傳，網民將她稱為
「努比亞女王」，視為
示威象徵。
網上片段顯示，22歲

的薩拉赫在示威期間，
身穿白袍及佩戴金色月
型耳環站在車頂，高呼
「蘇丹婦女一直參與國
家的改革」，又指在歷
史上在位的女王都會推

動當地發展，「這是我
們的遺產」，她其後和
示威者不斷叫喊「改
革」的口號。
薩拉赫前日回應照片

瘋傳一事，指她當時是
想走上車頂向在場人士
說話，「我想站出來說
蘇丹是所有人的」。她
又指，白袍是代表女性
的力量、純潔和勇氣，
認為婦女在示威中扮演
重要角色。 ■綜合報道

「努比亞女王」領人群示威照爆紅

蘇丹總統巴希爾在1989年發
動不流血的軍事政變奪權上台，
但巴希爾政府自1993年起被美
國列為支援恐怖主義國家，自此
陷入外交孤立，民眾在他治下不
但生活窮困，更陷入內戰，南部
反對派最終在2011年獨立成為
南蘇丹。雖然國家內外交困，但
巴希爾善於煽動軍方、伊斯蘭強
硬保守派和部落之間的鬥爭，以
維持其鐵腕統治。

75歲的巴希爾生於貧窮農村
家庭，故經常利用卑微出身為自
己建立正面形象，例如多番宣稱
自己年輕時在地盤打工賺取學
費，搬貨時不慎跌倒撞脫牙齒，
但參軍後仍拒絕裝上假牙，以不
忘昔日奮鬥。
巴希爾被指在達爾富爾地區犯

下戰爭罪行，為打壓區內少數民
族導致約30萬人死亡，遭國際
刑事法院通緝，但他無視通緝

令，繼續出訪埃及、沙特阿拉伯
和南非等友好國家。2015年6月
他訪問南非時，當地法院曾考慮
是否執行通緝令，令他需提早結
束行程。
巴希爾亦曾經嘗試拉攏伊朗、

土耳其和俄羅斯，美國前年解除
制裁後，蘇丹亦開始加強與美國
的國防合作，試圖在外交事務上
左右逢源，提升蘇丹國際地位。

■路透社

鐵腕統治下內外交困 被美列為支恐國家

蘇丹總統巴希爾及阿爾及利亞
總統布特弗利卡兩位掌權多年的
非洲國家領導人，在兩個星期內
相繼下台，令外界關注2011年
爆發的「阿拉伯之春」會否升勢
再起，波及更多阿拉伯國家。

以福利限民眾政治自由
「阿拉伯之春」後，阿拉伯國

家領袖一直以利比亞和敘利亞的
亂局營造恐慌，以此說服民眾不
要作反，但實際上民間不滿情緒

根本未得到疏導。
這些阿拉伯國家一直透過大量

國家福利，換取民眾接受有限政
治自由，形成一種「社會合
約」，但當油價下跌，生活成本
上漲，年輕人失業問題嚴重下，
社會不滿情緒自然持續升溫。
阿拉伯國家年輕人失業率為全

球最高，15歲至24歲的群體當
中，約30%沒有工作。
這些年輕人不少受過高等教

育，追求公正的體制及更好的發

展機會，警告若國家未有進行政
治改革，並創造大量就業職位，
等同向國民播下「阿拉伯之春」
的種子。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經歷過

「阿拉伯之春」後，沙特及土耳
其已如驚弓之鳥，懂得使用強硬
手段鎮壓示威，加上蘇丹和阿爾
及利亞的例子中，領導人均非由
下至上被民眾推翻，因此對民主
改革實際並無正面意義。

■綜合報道

或掀第二波「阿拉伯之春」

歐盟前日舉行特別峰會，討論英國脫
歐事宜，會後同意延長英國脫歐限期至
10月31日，意味英國可暫時避過無協
議脫歐，若英國在此之前通過脫歐協
議，亦可提早脫歐時間。據報歐盟各國
對英國延長脫歐無法取得一致，德國與
法國的分歧尤其尖銳，歐洲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促請英國不要浪費時間，但不排
除英國再次延遲脫歐。
峰會歷時約6小時，會上氣氛比外界

此前預測緊張，法國總統馬克龍聯同

比利時和奧地利領導人，反對英國長
期延遲脫歐，要求最多延長脫歐限期
數周，英國期內亦不得參與歐盟經濟
決策。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支持延期脫
歐更長時間，以免英國無協議脫歐，
又強調英國首相文翠珊領導的政府值
得信賴。
歐盟各國最終中間落墨，同意英國

最遲可在10月31日脫歐，這期限之前
保留歐盟正式成員國地位，但英國必
須以具建設性和負責任的態度，參與

歐盟事務，但歐盟則有權拒絕與英國
磋商長期規劃事宜。

嚴防英疑歐派搞破壞
峰會聲明同時列明，假如英國在5月

22日仍無法脫歐，便必須參加5月23
日至26日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否則
便需在6月1日馬上脫歐。歐盟6月亦
會召開峰會，檢討英國在歐盟的角
色，以防英國疑歐派趁脫歐前破壞歐
盟。 ■綜合報道

前日的歐盟峰會罕有地長達6小
時，各國領袖開會直至凌晨，才就
英國延長脫歐的限期，以及期內與
歐盟的關係達成共識，其中法國總
統馬克龍主張強硬對待英國，引來
不少歐盟國家批評。
英國首相文翠珊的領導能力亦備

受質疑，據報歐盟各國曾連續質問

文翠珊45分鐘，要求她交代推動脫
歐協議通過的策略。
峰會前日開始時氣氛輕鬆，部分

與會領袖進場後脫下外套，德國總
理默克爾更打開平板電腦，向文翠
珊展示一幅照片，二人隨即開懷大
笑。現場記者估計二人可能談到在
峰會「撞衫」，同穿藍色外套一

事。然而峰會進入正題後，英歐分
歧馬上浮現，首先是文翠珊在大合
照環節，被歐盟列為「訪客」。與
會領袖其後享用晚宴，唯獨文翠珊
分開用膳。
晚宴期間，與會領袖分歧全面爆
發，據報各國分為3派，荷蘭首相呂
特則充當中間人，為文翠珊與歐盟

國家領袖傳話。馬克龍主動要求壓
軸發言，要求限制英國脫歐期間在
歐盟的決策權，但只獲比利時等數
個國家支持。
以德國為首的多個國家則主張延

長英國脫歐期限9至12個月，歐盟
委員會主席容克甚至批評，馬克龍
堅持反對大幅延長脫歐，目的是讓
各國「幫助解決法國本身問題」。

■綜合報道

歐盟分3派 質問文翠珊45分鐘

韓國憲法法院昨日裁定，當地一項自1953年
以來實施的墮胎禁令違憲，並下令在明年底前修
訂相關法例。今次裁決被視為韓國保障女性權利
的里程碑，反映社會對墮胎的態度有重大的轉
變。
韓國自1953年起實施墮胎禁令，禁止以生命

受威脅、因姦成孕及亂倫之外的理由墮胎，違者
最高可被判處1年監禁及200萬韓圜(約1.38萬港
元)罰款，負責墮胎手術的醫生亦可被判監兩年，
並暫時吊銷執業資格最多7年。

胚胎依賴母體 非獨立生命
今次是韓國憲法法院近8年內第二度就墮胎禁
令作出裁決。在2012年的裁決中，當時只有一
名女法官的憲法法院以4比4裁定禁令合憲，原
因是未能證明婦女選擇的權利重要性大於胚胎生
存的權利；今次憲法法院的女法官增至兩名，其
餘男性法官的取態亦出現變化，最終禁令以7比
2的大比數被推翻。法院聲明指，胚胎完全依賴
母體生存及成長，不能夠將其視為獨立、有生存
權利的生命，「墮胎禁令限制孕婦決定個人命運
的權利，並限制她們透過接受安全及適時的程
序，以獲取健康的權利」。
今次裁決源於2017年一宗案件，當時執法部

門入稟控告一名婦科醫生，於2013年至2015年
間非法施行69次墮胎手術，醫生上訴認為墮胎
禁令侵犯婦女得到幸福的權利。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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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30年總統倒台
軍事政變蘇丹

緊急狀態3個月 軍方將「訓政」兩年

巴希爾大事紀
1989年6月30日 巴希爾上台

巴希爾發動軍事政變後上台，他掌權期間，
達爾富爾地區在2003年發生暴力衝突，巴希
爾被指干犯人道及種族滅絕等戰爭罪行，但
無阻他在2010年首次勝出大選。

2011年7月9日 南蘇丹獨立
南蘇丹透過公投從蘇丹獨立，由於南蘇丹佔
了原蘇丹領土中75%石油資源，令蘇丹經濟
雪上加霜，促使政府推行緊縮政策。巴希爾
2015年在反對派杯葛大選下順利連任。

2018年12月19日 反緊縮示威
美國2017年撤回部分制裁後，蘇丹經濟未見
好轉，通脹率達70%，新一輪緊縮措施更觸
發大規模示威。

2019年2月22日 緊急狀態令

蘇丹國家安全及情報局宣佈巴希爾將會辭
職，但他其後反口，並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
態，解散聯邦政府。他又以明年4月辭職為條
件安撫示威者，但無助緩和局勢。

2019年4月6日 示威者包圍軍方總部

數千示威者包圍鄰近總統官邸的軍方總部，
連日集會，警方率先表態支持「政權和平交
接」，最終軍方昨日推翻巴希爾。

綜合報道

■喀土穆市民上街慶祝總統倒台。路透社

■巴希爾已執政
30年。 法新社

■薩拉赫站在車頂叫喊口號。
法新社

■文翠珊的領導能力備受質
疑。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