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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军方宣布军管并不出人
意料。本月15日，巴育曾发布一份
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当天发生在
曼谷的暴力事件，称如果国内动荡
局势升级，军方不排除采取决定性
措施的可能，将被迫动用武力终止
暴力，恢复和平与秩序。

泰国智库“暹罗情报研究所”
主任甘·然荣把军方的行为称为

“幽灵政变”。他认为军方会逐渐扩
大权力。“军方需要表现得像一支
中立的力量，不被视为与反政府示
威者站在一边。它需要提出选举日
期，开启政治改革进程。”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
心分析师帕温说，现在的情况是

“政变前奏”。“这都是有预谋地制
造一种看守政府无力管理国家的
局面，为军方行动提供合法性。”

《曼谷邮报》专栏作家沙立德
认为，军队介入，可能会结束亲政
府和反政府两大对立阵营之间潜
在的冲突，但巴育需要做的不仅是
这些。两大阵营间的政治分歧深
刻，立场相去甚远，巴育需要运用
自己的手腕，不论威逼还是利诱，
让两大阵营达成妥协，化解政治僵
局。这对巴育来说是一场关键的考
验，显然并非易事。

泰国法政大学前法学院院长
巴纳表示，军方不经看守政府同意
便实施戒严，其性质近似于政变。
他说，尽管军方最初的动机是平息
街头动乱、避免内战，但戒严状态
随时可能演变为政变。泰国《每日
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是不是
政变不由政变者说了算，而是要看
下一步谁掌握国家权力。”

据新华社

在泰文直译中，军方实施的
是“战时检察法”，其实质是军队
接管权力。一般来说，在有政府的
情况下实施军管法只会发生在少
数时期，且具有局部特征。然而，
在有政府的情况下，泰国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军管，尚属首次。

根据泰国宪法，军队有权实施
军管。泰国军管法生效于1914年。泰
国《民族报》介绍，军管法授予军方
以下权力：对战争或暴乱行为采取
行动；使用武器镇压骚乱；搜查、没
收、占用任何房屋或车辆；信息审
查；阻止、检查、控制邮政服务；由
军事法庭对实施军管法区域内的
犯罪行为进行审判；动员平民帮
助军队；征用车辆等后勤物资，以
支持军事行动；禁止民众集会、出
版、广播、通信、旅行、人员流动以
及一切国防部认为有必要禁止的
活动；实施宵禁；为实现军事行动
目标摧毁、移动、调整任何房屋或
地点；逮捕并羁押嫌疑人至多七
天；民众无权对军事行动期间损
坏的物品索要赔偿；只有王室谕令
才能结束军管法。 据新华社

军管只为恢复秩序

当地时间20日凌晨，泰国陆
军总司令巴育在军方运营的第五
频道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实行
军事管制法。声明说，泰国政坛两
个对立阵营都在举行大规模示
威，“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公众生
命及财产安全”，为“维护和平与
秩序”，因而实行军管。

不过，巴育在随后的电视节
目中重申，军管并非政变，民众不
必恐慌。他再次要求所有政治团
体停止示威集会，坐下来谈判。他
警告，军方将对伤害平民的武装
人员采取行动。

泰国陆军新闻处一名官员表
示，因为兼任国防部长的看守政
府总理英拉已经下台，因而军方
必须军管才能控制国家安全。巴
育下令组建维护稳定安全部队，
解散先前由政府设立的维稳机
构。他要求三军全体人员回到岗
位。士兵当天进入首都曼谷11家
电视台，架着机枪的吉普车在街
头值守。

一名军方发言人说，巴育邀
请各政府机构主管官员以及其他
高级官员当天下午2时到陆军俱
乐部开会。泰国各府行政长官等
高级地方官员则被要求到当地驻
军的指挥中心开会。

政府仍旧照常运作

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隆当天
傍晚发表声明，敦促军方“在宪法
范围内”行事。尼瓦探隆的首席安
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帕
拉通表示，军方宣布军管前没有
与政府方面协商。帕拉通说，以尼
瓦探隆为总理的看守政府仍存
在，除了由军方负责国家所有安
全事务外，其他一切照旧。

泰国军方副发言人文泰也表
示，实施军管法只为恢复和平与
稳定，与政府没有关联，政府依然
照常运作。

军管令发布后，素贴领导的
反政府阵营“人民民主改革委员
会”临时取消了当天的集会计划。
原定举行的集会旨在给所谓“最
后一击”造势。

相反，支持政府的“红衫军”
领导人乍都蓬说，“红衫军”将继
续在曼谷西郊的抗议活动，直到

“民主原则”获得恢复，继而重新
举行议会选举、产生新总理。乍都
蓬说，“红衫军”可以接受军管，但

“不会容忍政变或以其他违宪方
式”夺权。“我们将看看军方要的
是什么。”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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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泰国军方20日凌晨突然
宣布军事管制，以维护和平
与秩序。按军方说法，这“并
非政变”。泰国看守政府说，
政府没有倒台，仍在履行职
能。支持政府的“红衫军”呼
吁示威者保持冷静；反政府
示威者取消游行计划，但依
旧要求看守政府下台。分析
人士认为，此次军方实施戒
严标志着持续了半年多的泰
国政治乱局进入“下半场”。

泰国内乱目前已持续半
年多，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双
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争执不
下。前总理英拉被宪法法院解
职后，支持政府的“红衫军”开
始举行大规模集会，与反政府
的“黄衫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随时可能
爆发大规模冲突。

泰国军方此时宣布戒严，
正值泰国政治乱局进入“死结
状态”之时。分析人士认为，军
方出手对控制局势有一定积
极作用，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
正面冲突导致流血事件，但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泰国社会的
症结，未来加强各方对话仍是
摆脱困境的最有效方式。

军方在泰国政局中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自1932年泰
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军方
发动的11次成功政变从未承认
过“政变”这一用词，而是改换
其他说法。最近一次的2006年
政变后，军方一直坚持自己是

“改革团”，而不是政变者。
如果是“政变”，军方会在

第一时间废除宪法，组织人员
重新修宪，因为泰国各版本宪

法都对军人干政有明确司法
定义和定罪。现行2007年版宪
法就是2006年政变废除1997年
版宪法后重新修订而成，其开
篇第一章就明文规定：免除
2006年9月19日“革命军人”的
所有司法责任。

如果按军方说法“不是政
变”，军方就必须继续放权于
看守政府、选举委员会、国会
上议院等现有权力机构，政治
角力依旧会存在于这些错综
复杂的政治派系中；如果军方

指派总理，接管国家政权，又
等同于“实质性政变”，将使泰
国所谓的民主再一次倒退，甚
至可能像2006年政变那样招致
西方制裁。

泰国政治分析家威拉帕
说，军方目前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利用戒严产生的相对平
静状态为选举和改革创造条
件；二是任命新总理取代现有
的看守政府总理。所以，这次
要看军方下一步如何作为。

据新华社

泰泰国国乱乱局局
进进入入下下半半场场
军方宣布军管，未与政府协商

20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曼谷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路透

20日，泰国士兵在曼谷街头执行警戒任务。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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