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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泰国还有政府吗

泰国政界两派8日开始对政府
状态展开激烈辩论。

在政府一方，执政党为泰党立
即指派看守政府第二副总理兼商务
部长尼瓦探隆·汶颂拜讪出任看守
政府临时总理。

为泰党在第一时间指派新总
理，意在迅速打消“群龙无首”的担
忧，保持政府的结构完整，表明政府
的继续存在。

不过这一任命并未得到反对派
的认可。案件原告、上议员派汶·尼
塔万 8日要求内阁集体下台。在他
看来，随着总理的解职，内阁已经失
去合法地位，更无权挑选指派新总
理。他认为，下一步应该由上议院指
派一名非选举总理，负责选举事宜。

看守总理被解职的状况在泰国
历史上尚属首次。一般而言，总理被
法院解职后的程序是，由执政党或
执政联盟提名人选，并在国会下议
院表决，如果提名的总理人选获得
国会下议院半数以上席位的支持则
可当选总理。但由于英拉去年底解
散了下议院，政府处于看守状态，因
此，为泰党这次指派总理在程序上
确实没有先例。

反对他信和英拉的街头反对派
发言人阿卡纳·蓬潘8日说，总理被
解职后的泰国已经没有政府，英拉
无权指派任何人接替她的职位。现
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组建“人民政
府”，推进下一届选举。

据新华社

自2006年以来全部3名他信阵
营的总理，即沙马·顺达卫、颂猜·翁
沙瓦和英拉无一例外地被宪法法院
用判决手段逼退。只是，前两次判决
并没有结束泰国的政治纷争，而这
一次，同样未必。

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大理院
(高法)三大法院在过去8年间时不
时会在政局最关键时刻“搞一把”，
弄出点大动静，而且判决结果一般
都是对他信阵营不利。这就是泰国

《民族报》所说的“司法政变”或“虚
拟政变”。

相比军事政变和街头示威，“司
法政变”几乎没有成本，不会导致西
方制裁，不会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但
是，他信阵营也并非没有“武器”。
从他信势力的角度看，法院裁决已
无法扭转，军队更不可能倒向己方。
既然司法路不通，军事上无依靠，剩
下的唯一途径只有街头政治，只有
靠支持政府的“红衫军”。

泰国知名政治评论员 8日在
《曼谷邮报》撰文说，如果反对政
府的“黄衫军”拒绝尊重人民的选
举，也别太指望“红衫军”会尊重
法院的裁决。“毕竟，尊重是相互
的，有来才有往。”

据新华社

反贪委提诉讼

反贪委当天投票一致通过对
英拉提起诉讼的决定。反贪委发
言人威差称，在调查中已经发现
足够证据证明英拉在担任国家大
米政策委员会主席期间，存在放
任贪污腐败的渎职行为，给国家
财政造成了巨大损失。

如果此案英拉被认定有罪，
她可能会面临5年禁止参政的惩
罚，并因此失去参加7月国会下议
院选举的资格。

反贪委表示还将展开进一步
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英拉提出刑事
指控。

此外，看守副总理蓬贴当天
透露，由于宪法法院7日的判决没
有提及英拉国防部长的身份，英
拉是否留任国防部长一事还在讨
论中。

各种爆炸不断

泰国宪法法院7日以滥用职
权、违反宪法为由，解除了英拉的
看守总理职务。随后，泰国首都曼
谷不断有爆炸发生。5月8日凌晨1

时，宪法法院法官素颇位于拉抛
34巷的家遭人投掷M67手榴弹，
停车棚损坏，但没有人员伤亡。7

日深夜，曼谷朱拉蓬医院、泰国汇
商银行总部大楼和泰国国防部均
出现炸弹爆炸。

反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7日
晚宣布，将原定于14日发起的与
政府的“最后对决”提前至9日。与
此同时，反独裁民主联盟支持者

“红衫军”也计划在10日和14日举
行大规模集会以声援政府。

经济前景堪忧

商界人士纷纷表达对泰国经
济前景的担忧。

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办公室
分管宏观经济的官员库拉亚·探
提特密告诉《曼谷邮报》记者：“如
果选举今年7月无法举行，泰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将低于财政政
策办公室原先预计的2 . 6%。”

泰国旅行社联合会主席素帕
叻·颂琅古说，不管是支持政府还
是反对政府，更多街头抗议将进
一步挫伤泰国旅游业。

8日，泰华农民银行一份调查
报告出炉，引发外界关注。

这家银行的副总裁瓦信·瓦
尼沃叻农说，他们调查了1 . 7万家
泰国企业的投资意向，结果显示
这些企业打算把六成资金投向海
外市场。而在去年，泰国企业预计
投资海外市场的资金只占总投资
额的35%。

据新华社等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泰国问题专家周
方冶表示，目前泰国的政治
变局会直接影响中泰战略合
作的有序进行，对中国与泰
国的合作显然不是好消息。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
说，目前泰国没有进行新选
举，下议院没有成立。因此，
中泰两国签订的免签协议无
法在新议会上通过。所以，免
签的工作需要新一届选举举
行后，成立新的政府与国会，
才能推行。应该说，中泰之间
免签是早晚的事情，泰国政
局或许会拖延这个进程。

另据媒体报道，此前中

泰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了加
强两国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合作意愿。英拉同
样将积极推动高速铁路建设
作为其执政重点之一。英拉
访华期间，中国铁道部与泰
国交通部签署了关于铁路发
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两
国在高铁建设合作方面打下
良好的基础。

英拉被解职，还将面临
泰国反腐败小组对其参与的

“大米补贴”计划进行调查。
周方冶说，被人们俗称为“大
米换高铁”的中泰铁路合作
现在已经搁置，英拉政府谈
妥的这一项目反对派不赞
成，现在看上去很难重启，除

非付出很大的努力。
许利平则认为，高铁不

仅拉动泰国经济，还将对其
解决地区差异起到重要作
用。新的政府组成后，高铁工
程会继续推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
研究院时永明指出，泰国稳
定与否对中国的长远利益很
有关系，中泰关系是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最好的之
一，所以泰国的稳定和发展
本身对中国就是一个利好，
反之亦然。“应该说实际上不
管泰国哪个党派当权，对中
泰关系都不会有太大的影
响，我们希望它能够稳定。”

(宗禾)

分析：

“司法政变”不靠谱

泰国反贪污委员会8日决
定对前看守总理英拉提起诉
讼，理由是她在大米收购项
目中存在渎职行为。反贪委
计划下周把此案提交上议
院，并建议上议院对英拉启
动弹劾程序。

说好的免签又要拖延了

7日，被解职的英拉召开新闻发布会与支持者告别。

2011年7月，英拉参加竞选造势活动。

“泰囧”没剧终
英拉被控渎职或将面临弹劾

对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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