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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26日评论称，近
来借助泰国国内关于特赦法案
的争议， 泰国反对党领袖素贴
从幕后走到台前， 公开带领支
持民众参加反对总理英拉的示
威活动。

素贴于本月放弃了议员一
职， 扮演了一个事实证明更加
有效的角色———一位街头抗议
活动煽动者。

几乎是一夜之间， 素贴从
老派幕后策划者变成了支持者
眼中的摇滚明星。 支持者们聚
集在泰国财政部的抗议中心。素
贴现年64岁，头发银白，是位职
业政治家。26日，素贴一身黑衣，
敦促全国各地的抗议者夺取政
府办公大楼，推翻英拉政府。

警方26日已获得逮捕令。
但素贴对此一笑置之。他说，下
次再过来抓我吧，我现在很忙。

“逼宫”英拉，泰国会今日投弹劾票
3种可能结局：英拉主动辞职；英拉主动解散国会；下议院所有政党组成一个“统一政府”

27日， 泰国总理
英拉在国会下议院接
受质询并作出答辩。
与此同时， 反政府示
威游行仍在继续，多
个政府机构被占领，
抗议浪潮正向首都曼
谷以外地区蔓延。

这波抗议游行开
始于上周末， 导火索
是一份有助于他信回
国的特赦法案。这项由
为泰党支持的法案最
终遭到国会否决。此
后，政治危机的矛头也
由阻止特赦法案转向
“推翻”英拉政府。

反政府示威27日
蔓延到泰国首都曼谷之
外。 泰国反对派认为推
翻总理英拉政府指日可
待， 而示威领袖则表示
有意成立“非民选机关”
来管理政府。

反政府集会领导
人、 前副总理素贴当日
对媒体说，“如果我们打
倒他信政权……我们就
会成立人民会议， 由来
自各行各业的人组成。
然后我们会让这个人民
会议挑选好人担任总理
和内阁部长。” 特赦法
案令反对派加强了英拉

政府是他信“傀儡”的观
点， 也找到了发起反政
府示威集会的契机。素
贴称， 他信是泰国贪污
腐败及社会分裂的源
头，只有彻底铲除“他信
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
民主。

据报道，抗议群众
25日起陆续闯入泰国
财政部、外交部、民联
厅， 并包围内政部、农
业部、交通部、观光体
育部，以断水断电方式
逼迫官员与公务员离
开部会，瘫痪政府机构
运作。

示威领袖放言铲除“他信政权”

据外媒27日报道，泰
国首都曼谷大规模反政
府示威游行持续升级。受
此影响，目前已有23个国
家政府对民众发出泰国
旅游提醒公告。 其中英
国、美国、加拿大、德国、
澳大利亚、瑞典以及新加
坡等都发布了旅游警告。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称，目前，有关游行示威
集会主要集中在曼谷市
民主纪念碑广场、总理府
等政府机构附近地区。中
国公民应避免前往上述
游行示威区域。

多国发布
赴泰国旅游警告

26日起开始的针对总
理英拉和内政部长的不信
任案辩论27日在国会继续
进行，以民主党（反对党）
主席阿披实为主的反对派
在辩论中列举了总理英拉
在执政期间涉嫌的各项贪
污和腐败罪证， 总理英拉
一边忙于为自己撇清干
系， 一边继续呼吁民众保
持克制和冷静， 与政府进
行对话来停止示威活动和
包围部委的行为。

泰国国会下议院将于
28日即国会本轮会期的最
后一天举行投票， 决定是
否弹劾英拉。 分析人士认
为， 陷入困局的英拉政府
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泰国法政大学政治学
者蓬猜认为， 就目前形势
分析， 泰国政局走向存在
三种可能性：第一，英拉主

动辞职， 由下议院投票选
举一名新的总理；第二，由
于不信任案辩论可能会暴
露英拉政府内部存在的诸
多问题， 破坏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 因此英拉可能会
主动解散国会， 重新举行
大选；第三，下议院所有政
党组成一个“统一政府”，
由不同政党提出的人选重
新组阁。

同为法政大学学者的
素拉畿也认为， 目前政局
对于政府相当不利， 但这
绝不意味着民主党所代表
的反对派的胜出。 过去两
年英拉的政绩可圈可点，
政治相对稳定， 经济稳步
增长， 为泰党政府已经建
立起了一定的主流民意基
础，即便被民主党“逼宫”
落马， 东山再起也不是难
事。

英拉面临国会弹劾投票

街头暴力是否会重演

2010年，人民民主联盟、支持他
信的“红衫军”在曼谷街头举行反政
府集会， 当时的民主党政府调动军
警对示威者实施武力清场， 导致90
多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那场悲剧
让外界对于泰国的街头政治运动仍
心存余悸。

截至26日， 针对英拉政府的街
头抗议尚未引发暴力流血事件。尽
管民主党方面一再重申将采取和平
方式集会， 但其强闯政府机构等举
动构成了对政府的公然挑衅。

英拉政府虽从25日晚开始在整
个曼谷地区实施国内安全法， 但多
采取按兵不动的忍耐策略， 并未采
取行动驱逐示威者、保卫政府机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日越来越多
的“红衫军”正在向曼谷集结，不断
有巴士搭载其支持者从泰国北部抵
达曼谷市郊的一座体育场。“红衫
军”领导人表示，他们已做好保卫英
拉政府的准备。

军方是否会介入

此次政治风波的焦点仍然是流
亡海外七载的前总理他信。2006年9
月， 时任总理的他信因军事政变下
台。虽然一直流亡海外，他信一直是
泰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泰国
政坛产生了亲他信派和反他信派，
即所谓的“红派”与“黄派”，这两股
势力相互争斗，轮番上台执政，几乎
构成了泰国政治的全部。 此番反政
府浪潮的导火索， 正是那份有助于
他信回国的特赦法案。

泰国英文报纸《民族报》26日发
表评论文章说， 此次反政府集会的
组织者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政治目
标，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未来规划。泰
国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政治分
裂的恶性循环中， 正是因为不管是
“红派”还是“黄派”，所有的政客都
标榜要力推政治改革、 寻求政治和
解， 但他们并不清楚以何种方式实
现这一目标。 文章呼吁参与集会的
民众保持冷静， 不要一再被政客们
牵着鼻子走。

随着政局的动荡， 又冒出了军
事政变的传言。泰国军人素有干政传
统， 在过去81年里发动了18次军事
政变或未遂政变。日本京都大学东南
亚研究中心著名学者帕文认为，在接
下来一段时间里，反对派人士可能会
尽其所能地扩大反政府活动的规模
和尺度，期待着让局势发展到英拉政
府无力掌控的程度，进而刺激军方介
入， 再一次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结束
“他信领导下的政权”。

英拉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改善与
军方的关系， 军方高层近期多次表
态不会发动政变。 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军官告诉记者， 驻守曼谷的陆
军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但
迄今没有收到任何行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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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领袖
从幕后走到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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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反对党领袖素贴

泰国总理英拉

27日，泰国曼谷，由于当局没有对示威和占领政府机关的民众采取任何阻止措施，也宣称不考虑武力清场，
示威活动愈演愈烈。 IC�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