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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发党与民盟

拉开架势对决

缅甸联邦议会共有664个议
席，其中人民院（下议院）440席、
民族院（上议院）224席。但上下
两院中各1/4的席位由军方直接
委任而非选举产生（下议院110
名，上议院56名）。因此，选民投
票选出的是议会上下两院498个
议席，以及省邦议会673个议席。

据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公
布的数据，有投票资格的选民约
3350万人，全国共设46400多个
投票站，共有多达９１个政党推举
的５７２８名候选人和３１０名独立候
选人参加本次角逐。执政党联邦
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和最大
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分
别推举了1134名和1158名候选
人展开全面竞争。

投票时间为8日6时至16时
（北京时间7时30分至17时30
分）。选委会将于９日起陆续公布
结果，但最后结果的公布还需等
到一周以后。经选委会批准，共
有６个国际组织、１３个国内组织、
３０个驻缅使领馆派观察员到缅
甸各地监督大选，其中国际观察
员近千人，国内观察员超万人。

本次大选后，新一届各级议
会将于２０１６年１月举行首次会
议，由民选的上下两院议员和军
方委任的议员组成三方选举团，

三方各提名一人成为总统候选
人，联邦议会全体议员将在2月
正式选举出新总统，并由新总统
组成新一届政府。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缅甸依据现行宪法举行了首次
全国大选。从此，缅甸进入民主
政治转型期。

缅甸总统吴登盛说：“政府
和军队会（像上次选举一样）再
一次尊重公正和自由的选举结
果。”他此前说，政府为缅甸发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希望民众合作
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这次大选
是缅甸转型时期的重要选举。只
有选举成功举行，缅甸方能继续
政治进程，实现平稳过渡。他承
诺将接受通过这次大选依据宪
法组成的政府。为保持大选之后
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他将与政治
领袖对话，应对有关问题。

民盟主席昂山素季则信心
满满：“我保证，我们会赢得１１月
８日的大选。所以，我们不会再用
‘我们会赢’这样的说法，我现在
就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赢
了。”昂山素季在此前的宣传活
动中呼吁民众全力支持民盟。她
保证民盟获胜后将与各种政治
力量合作，奉行民族和解政策。

吴登盛和昂山素季

到底谁能赢

当昂山素季在大选前最后
一次强烈表达获胜信心时，缅甸

和平中心高级顾问吴拉貌瑞表
示，现任总统吴登盛连任的可能
性更大。显然，民盟只有取得国
会半数以上议席，才可能在决定
总统人选上有绝对话语权。那意
味着，民盟必须拿到332票（即民
选席位中的三分之二选票），而
它的对手——— 已手握军队“预
留”166票的执政党巩发党，只须
拿下民选席位的三分之一选票。

吴拉貌瑞承认，民盟在这次
大选中拿到最多席位肯定没问
题。“或许是498席中的200席或
250席。但这样民盟并不能决定
谁是总统啊。”“80%的缅甸人不
懂选举程序，”吴拉貌瑞直言，

“他们以为只要民盟在大选中拿

到多数就赢了，进而就可以组建
政府了。事实上，在我看来，吴登
盛连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按吴拉貌瑞的分析，民盟如
果拿到250席，那么离半数以上
还有80多票的距离，这就需要民
盟去游说其他党派候选人或独
立候选人的票数支持。另一边，
舆论认为，巩发党可能拿到80个
席位。这意味着，选举总统时，吴
登盛有军方的166票和巩发党的
80票，这与民盟所获票数势均力
敌。“谁也不清楚最后会发生什
么，只有票选结果出来了才知
道。”一位长期与缅甸官方打交
道的中国在缅人士说。

据新华社、南方周末

看看谁谁笑笑到到最最后后
缅甸议会选举昨举行，事关明年2月选总统

缅甸８日举行5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和省邦议会共１１００多名议员。本次大
选是缅甸继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举行２０多年来首次多党制大选后，再次举行大选。

现场：

昂山素季只投票没言语

当地时间8日９时３０分，民盟
主席昂山素季前往其位于仰光湖
畔寓所附近的一处投票站投票。
昂山素季抵达投票站后，由于现
场选民和记者过多，安全维护人
员一度临时关闭投票站。她投票
后随即离去，没有接受任何记者
的提问。

昂山素季在这次选举中竞选
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员。依据现行
宪法，昂山素季可参选议员，也可
竞选议长职位，但没有资格竞选
总统，因为她的儿子和已故的丈
夫都是英国国籍。

格局：

两党对决还是三足鼎立

这次大选在一些分析人士看
来，既会有高手对决的场面，也可
能出现三足鼎立的态势。

巩发党的党徽主要标志是缅
甸狮子，而民盟的党旗党徽主要
标志是孔雀。因此，缅甸一些评论
员把这次大选比喻为“狮子与孔
雀之间的对决”。在过去一个多月
的竞选拉票中，人们未见巩发党
有太大的造势活动。相反，民盟凭
借昂山素季在多地聚集人气，竞
选活动声势浩大。

不过，将本次大选称为两党
对决并不准确。民族政党在本民
族地区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也有
人把选情描述为“三足鼎立”。有
观察家判断，未来缅甸的政治版
图大致可分为四大板块：巩发党、
民盟、军队（现行宪法赋予在各级
议会中拥有２５％非选举议席）和
民族政党（地方政治势力）。对巩
发党和民盟来说，要赢得胜利，不
仅要力拼争取获得更多选举席
位，而且也必须争取军队和民族
政党的支持。

专家：

谁都会与军方搞好关系

就这次大选，缅甸问题专家
王晓峰认为，最大看点在于巩发
党和民盟之间的角逐。王晓峰判
断，如果民盟获胜，现政府在过去
几年的一些政策、特别是民主化
进程也会得到延续。谈及缅甸未
来的外交政策，王晓峰说，如果民
盟获胜，可能会在外交上有所调
整，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会
得到进一步改善。

至于缅甸新政府与军方的关
系，缅甸问题独立分析师霍西认
为，这次选举后，不管谁上台，军
方都不会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不
管谁执政，都会与军方搞好关系，
这种关系并非一定要很“铁”，但
至少不会搞“僵”，因为“在缅甸很
难想象缺少了军方的支持该如何
执政”。 据新华社

应缅甸政府邀请，中国外交
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率观察
团赴缅观察大选，并分别赴内比
都、曼德勒、东枝和仰光考察大
选情况。孙国祥7日表示，缅甸大
选是缅甸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件
大事，是缅甸内政。

2010年缅甸文官政府上台
后，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和经
济改革，同时开始放松媒体言论
管制，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随
着西方国家对缅甸进一步解除
制裁，大量外资开始注入缅甸。
有外界评论称，缅甸与中国的传
统友好关系受到挑战。对此，孙

国祥表示，中缅两国刚举行了庆
祝建交65周年的活动，说明两国
胞波情谊没有受到影响，而始终
在稳定向前推进，缅甸大选作为
缅甸国内政治的一个转型契机，
是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么
变化，各自国内情况怎么变化，
中缅胞波友谊始终在稳定向前
推进。对缅甸而言，他要根据自
己的国情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
要，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我们
从没有觉得心里有别样的感觉，
我们是希望缅甸变好的，当然希
望缅甸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健康

稳定的关系，这对缅甸是有利
的。”孙国祥说。

针对缅甸大选之后新政府
上台是否会对两国现有关系和
政治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孙
国祥表示，任何一届新政府上台
都需要面临许多国内的繁杂事
务，但中缅关系绝不会因为一次
大选而发生改变。“如果说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也就是说中国
政府坚定支持缅甸人民根据自
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
发展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
缅关系的明天会比今天发展更
好。”

在谈到受外界关注的密松
水电站项目暂时搁置问题时，孙
国祥表示，“密松电站是两国的
合作项目，它的运行、进展情况
跟中缅关系大局没有必然联系。
任何合作项目，两只手拍在一起
才有响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停了一个项目，不意味着把两国
合作的局面打破了。缅甸肯定有
一些考虑和想法，我们表示理
解，毕竟中缅合作的领域和项目
还很多，我们应该放在一个大局
里看某一个项目出现的问题，这
样感觉会更全面一点。”

据国际在线

缅甸大选中国观察团特使孙国祥：

中中缅缅关关系系不不会会因因大大选选而而改改变变

观点

8日，在缅甸内比都，缅甸总统吴登盛前往投票站投票。 东方IC供图 8日，在缅甸仰光，最大在野党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前往投票站投票。 东方IC供图

8日，在缅甸曼德勒，一名女子参加大选投票。 新华/欧新中文

近观缅甸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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