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緬甸軍方接管政權後，全國示威罷工持

續，前晚局勢更趨緊張，傳出有警員開槍

驅散示威者，仰光等城市更有軍方裝甲車

進駐，全國網絡和流動通訊通宵中斷約8小

時。拘留期原定昨日屆滿的國務資政昂山

素姬，昨日被法院下令延長扣押至周三，

並於今日出庭應訊。軍方昨日警告，示威

者如果阻撓武裝部隊執勤，最高可被監禁

20年。
緬局勢愈趨緊張
軍車進駐全國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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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彈劾聆訊中脫罪，但民主黨
及部分共和黨議員仍然尋求要特朗普為事件負責，
愈來愈多議員要求以類似「911」恐怖襲擊調查委
員會的方式，調查國會暴動成因，並檢討行政及執
法部門在事件中的過失。
「911」恐襲後，國會立法成立特別委員會，調

查事件原因，並就事前應該如何制止事件和防止同
類事件發生提出方案，經過20個月調查後，委員
會提出30多項建議，加強情報機關合作及國會監
察。

部分議員憂加劇黨爭
就國會暴動成立調查委員會幾乎已成為兩黨領導
層共識，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及長年支持特
朗普的參議員格雷厄姆，均支持成立調查委員會。
在聆訊中支持將特朗普定罪的共和黨參議員卡西迪
指出，若民眾能知道更多實情，便會像他一樣認為
特朗普有罪。

不過民主黨內部對於調查委員會亦有一定保留，
部分議員擔心委員會將令黨爭加劇，亦憂慮國會花
太多精力調查事件，將會影響總統拜登的施政計
劃。 ●綜合報道

緬甸軍方接管政權後，不斷拉攏
以少數族裔為主、反對前執政全國
民主聯盟（民盟）的小型政黨，至
今已有4個少數族裔政黨領袖接受
軍政府任命，更有人為此退黨。許
多少數族裔選民批評該些政客的行
為等同背叛。
克倫族選民紹穆杜曾在去年大選
中，與朋友積極為克倫人民黨成員
曼寧芒拉票，最終曼寧芒落選。然
而曼寧芒如今卻加入軍政府，令他
和朋友深感遭到背叛。紹穆杜指
出，政客理應為緬甸所有國民爭取
平等權益，克倫人民黨加入軍政府
的行為，不能代表克論族的意願。
孟族政黨孟人聯合黨日前也以不
滿民盟對待孟族方式為由，加入軍
政府。31歲孟族選民米洪錢批評
稱，雖然她對民盟有所不滿，但孟

族議員應與其他議員團結一致，譴
責軍政府接管政權，直言孟人聯合
黨此舉如同「懦夫」。
孟族選民奧農指出，在緬甸總人

口中佔近2/3的緬族人，一直專注
要求軍政府釋放國務資政昂山素姬
等民盟高層，卻幾乎從未考慮少數
族裔訴求。奧農認為，緬甸民眾關
注民盟與緬軍的衝突時，也不應忽
略少數族裔的感受。 ●綜合報道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前日舉行地方議會選舉，3
個「獨派」政黨合共得票率首次過半，議席亦較上次選
舉增加，不過「統派」的社會黨則成為得票最多的單一
政黨。鑑於「獨派」政黨內鬥嚴重，社會黨最終或可與
其中一個「獨派」政黨及其他政黨合作執政，避免加泰
再次陷入4年前舉行非法「獨立公投」時的混亂局面。
受新冠疫情影響，選舉投票率創55%的新低，某程度

有利於「獨派」政黨，然而社會黨表現仍然強勁，原任
西班牙衞生大臣的伊拉成功帶領社會黨獨取最多的62.5
萬票，在135席的自治區議會贏得33席，較2017年選

舉議席接近翻倍。相對溫和的「獨派」政黨「加泰羅尼
亞共和左翼黨」（ERC）取得58萬票，但同樣獲33
席，較選前多一席。
選前與ERC共組少數派政府的強硬「獨派」政黨

「一切為了加泰羅尼亞聯盟」（JxC）得32席，減少一
席，更激進的「人民團結候選人黨」（CUP）則增至9
席。不過由於「獨派」之間分歧嚴重，今次未必能夠再
聯合執政，本身在西班牙國會已經與社會黨合作的
ERC，這次或有機會再與社會黨在加泰羅尼亞聯合執
政。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警告示威者警告示威者「「阻執勤可囚廿年阻執勤可囚廿年」」昂山料今視像出庭昂山料今視像出庭

緬甸軍方以大選舞弊為由，在本月1月接
管政權，民眾之後連日上街抗議，多個

行業及公務員罷工，甚至有警員加入，至昨
日已持續達12日。繼上周傳出有年輕女性在
示威時中槍後，在北部城市密支那，前晚再
有警員開槍驅散示威者，記者未能核實警方
使用實彈抑或橡膠子彈，不過有最少2人受
傷，當地傳媒亦報道，事件中有最少5名記
者被捕。

斷網長達8小時 正值軍車進駐
軍方裝甲車前晚同一時間陸續進駐仰光、

密支那及實兌等不同城市，是軍方接管政權
以來首次，街頭上駐守的士兵人數亦愈來愈
多，包括過往曾用於應對少數族裔叛亂的第
77輕型步兵師。政府暫未解釋在街上派駐軍
車的原因。
緬甸全國網絡之後近乎全面中斷，據網絡

監測組織NetBlocks數據，斷網持續約8小
時，在斷網之前，有不少民眾正於網上直播
軍車及軍人進駐街頭的場面。社交媒體上亦

流傳一項由交通與通訊部發出的指令，當局
要求流動網絡供應商在昨日凌晨1時至早上9
時關閉網絡。網絡連接雖然其後恢復，不過
大部分緬甸網民仍然無法使用社交媒體。

遏千人示威 警向天開槍
民眾昨日未理會軍方加強部署，繼續示威，

逾1,000人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緬甸經濟銀
行外示威。據現場攝影記者所述，其後有最少
10輛軍車抵達，車上的士兵及警車從車上向示
威者發射物件，亦曾以棍揮打示威者，並向天
開槍，有警察一度以槍瞄準示威者。
首都內比都亦有示威者包圍警署，要求釋

放一群年約13歲至16歲的學生，他們是在前
一日和平示威時被捕。當地有組織統計，自
軍方掌權以來，已有約400人被捕。

歐美多國籲軍方克制
至於一直被扣押的昂山素姬，她被控非法

管有6部進口的對講機，原本預定昨日出
庭，不過她的律師之後公布，昂山會繼續被

還押候審直至周三。她和同樣被捕的總統溫
敏預計會於今日及明日透過視像會議，出席
內比都法庭的審訊，屆時法庭再決定是否讓
昂山獲釋。
來自美國、加拿大及12個歐洲國家的大使

前日發表聲明，呼籲軍方克制，不要向「抗
議合法政權被推翻的示威者」使用暴力。聯
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發表同類言論，並要
求軍方容許聯合國人員進入緬甸，評估局
勢。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馬來西亞上周宣布，將安排遣返
1,200 名滯留境內的緬甸公民回
國，由於緬甸正值政局動盪時期，
此舉立即遭到聯合國難民署（UN-
HCR）批評。大馬昨日澄清，不
會遣返已經進行難民登記的羅興亞
人和其他難民，只是按照程序將未
持有相關有效證明文件的緬甸公民
遣返。
當局計劃於23日，安排軍艦遣
返 1,200 名緬甸公民回國。UN-

HCR譴責馬來西亞的決定，促請
馬方不要將尋求庇護的緬甸公民遣
返，稱有很多滯留的公民可能需要
國際保護。馬來西亞並非《難民地
位公約》簽署國，所有未持有有效
證明入境的人士都一律被當作非法
移民。
馬來西亞現時有逾15.4萬名尋求

庇護的緬甸公民，包括約10萬名
羅興亞人。

●路透社/法新社

美兩黨議員追究特朗普
促「911」式查國會暴亂

加泰「統派」政黨議席翻倍 或乘「加獨」內鬥上位

政客轉投軍政府
少數族裔呻遭背叛

大馬擬遣返逾千緬公民
被聯國難民署狠批

●● 軍警拘捕一名反政軍警拘捕一名反政
變示威者變示威者。。 美聯社美聯社 ●● 緬甸多個城市出現軍緬甸多個城市出現軍

車車，，有民眾站在軍車旁舉起有民眾站在軍車旁舉起
三指手勢抗議三指手勢抗議。。 法新社法新社

●● 社交媒體有影片顯示警社交媒體有影片顯示警
方發射水炮方發射水炮。。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手持昂山肖像。 路透社

●昂山代表律師回應記者提問。 法新社

●● 緬甸公務員參與緬甸公務員參與
罷工示威罷工示威。。 美聯社美聯社

● 民主黨及部分共和黨議員尋求要特朗普為國會
暴亂負責。 美聯社

世界貿易組織昨日舉行總理事會特別會議，全體成員
一致同意，任命尼日利亞經濟學家奧孔喬－伊韋阿拉為
新任總幹事，是世貿首位女性及非洲籍總幹事。奧孔
喬－伊韋阿拉表示，強力且靈活的世貿對於全球經濟從
新冠疫情中恢復過來非常重要，呼籲全球團結一致。
現年66歲的奧孔喬－伊韋阿拉曾在世界銀行工作25

年，並曾擔任常務副行長，她亦曾任尼日利亞財長和外
長，並曾擔任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董事會主席。她的世貿
總幹事任期將從今年3月1日持續至2025年8月31日。

中方祝賀
冀世貿恢復功能
中國商務部世貿司負責人表

示，中方祝賀奧孔喬－伊韋阿拉擔任世貿新任總幹事，
對她擔任總幹事充滿信心。中方期待她履新之後，促進
世貿盡快恢復正常功能，推動世貿在抗疫合作、經濟復
甦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推進世貿必要改革，維護和增強
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綜合報道

世貿誕首位非籍女總幹事

●●奧孔喬－伊韋阿拉奧孔喬－伊韋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