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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从西部撤兵

为乌大选创造环境

据新华社5月23日电 俄国防
部副部长安东诺夫２３日说，俄军结
束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罗斯托夫
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基
地的军事训练，已使用２０列火车和
２０架飞机运载武器和军人撤出那些
地区，撤军将在“数天内”全部结束。
俄国防部此前一天曾发表声明说，４
列火车和１５架伊尔-７６型运输机２１
日分别运载武器和士兵离开上述靠
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

对此，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２２
日表示，“我们在２１日晚看到俄军在
邻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活动，这可
能表明其中一些部队正准备撤军”，
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北约最高军事
长官、美国空军四星上将布里德洛
夫２２日说，尽管俄军有所行动，但部
署在邻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俄军规
模依然很大。

对于即将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
举，普京23日说，会尊重乌克兰民众
的意愿，希望乌克兰重新恢复和平与
秩序。俄罗斯希望与乌克兰新领导人
合作，希望新领导人能够结束国内的
军事行动。普京表示，对解决乌克兰
危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乌克兰恢
复正常状态没有失去信心。俄外交部
发言人卢卡舍维奇说，如果所有乌克
兰选民都能自由表达意愿，这场选举
将是乌克兰迈入正轨的一步。

朝方称延坪岛炮击

是韩方先开火

据新华社平壤5月23日电 据
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人民军西南
前线军司令部当天发表新闻公报
说，22日发生在延坪岛附近海域的
炮击是韩方首先开火。公报强调，朝
鲜西南前线军司令部全体官兵做好
了一切决战准备，将无情粉碎韩方
军队的挑衅阴谋。此前，韩联社报
道，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22日说，
朝方当天向正在延坪岛海域执勤的
韩国海军巡逻舰附近发射了2枚炮
弹。韩方随即发射数枚炮弹回击。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闵庚
旭23日说，总统朴槿惠就朝方朝韩
方军舰开炮一事表示“遗憾”。朴槿
惠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外交安
全保障长官会议，讨论有关延坪岛
附近海域炮击事件的应对事宜。

中俄再次投票否决

安理会涉叙决议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联合国
安理会２２日就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国
际刑事法院的有关决议草案举行投
票，俄罗斯和中国投否决票，草案未
获通过。这份由法国起草的决议草案
谴责叙利亚当局及反政府武装践踏
人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要求将叙利亚爆发冲突后的局势提
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审理。这是叙
利亚内战爆发后，有关叙利亚问题的
决议草案第四次在安理会被否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3日表
示，对安理会将一国国内局势提交
国际刑事法院，中国一贯持保留态
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坚
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相关决议只
能使形势更加复杂，问题更难解决，
最终受苦的还是叙利亚人民和地区
国家，因此，中国只能对安理会涉叙
利亚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英拉谈了半小时后被带走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23日上午
出任代理总理。巴育22日宣布发
动政变，新成立的“全国维持和平
秩序委员会”当天下午接管国家
权力。“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下令，各部委常务次长暂行部
长权力，直至另行通知；各部委和
国有企业负责人23日向位于曼谷
的陆军俱乐部报到，各府府尹向
所属军区报到。

巴育要求前总理英拉、遭政
变推翻的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隆
等数十人23日10时到一处军事设
施内共同磋商局势。一名泰国军
方人士透露，英拉和尼瓦探隆已
于23日上午抵达这处军事设施参
加磋商。另据泰国媒体报道，英拉
与巴育谈了大约半小时，随后被
士兵带走，送往一处不明地点。前
总理颂猜和前看守总理尼瓦探隆
也被军方扣留并被带走。

《泰叻报》报道，军方23日释
放了此前一天拘扣的一些人员，
包括看守政府阁员和为泰党成
员，但为泰党秘书长和发言人以
及“红衫军”和“黄衫军”领导人被
转移至另一地点“软禁”。军方当
天还拉出一串名单，涉及155名重
要政客和政治活动人士，禁止他
们离境，其中包括英拉。

军方设想：先改革后选举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政变第
二天抛出他对国家政治出路的初
步设想：先改革，后选举。按当地
媒体解读，巴育可能会按过去几
次政变的模式，先由他本人代理
国家事务管理者，而后推举一位

“民事总理”组建过渡政府，进而
推进改革，直至选举时机成熟。

同一天，巴育召集数百名公
务员，自称“需要他们帮忙”。按泰
国媒体的判断，召集这些公务员
可能是为了组建修宪班子做准
备。2006年政变后，军方就组建了
一个上千人的社会修宪班子，最
后花费一年修成2007版宪法并通
过全民公决。

发动政变后，巴育暂时终止
了宪法，但“泰国是以国王为国家
元首的民主体制国家”条款予以
保留。这意味着，泰国看守政府已
不存在，为泰党的执政地位被剥
夺。虽然军方一再强调在此次政
治争斗中保持中立，但事实证明，
军方已帮助反政府势力实现了其
提出的主要要求，即推翻为泰党
政权，由代理总理接替看守政府
总理职务。

美考虑取消对泰援助

美国国务卿克里22日说，泰
国军方发动政变将对美泰关系产
生负面影响，美方已重新评估美
泰双边军事合作和援助项目。美
国国防部透露，美方正考虑是否
取消美泰联合军演。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可能取消
每年向泰国提供约1000万美元援
助。泰国2006年政变推翻他信政
权后，美国叫停了2400万美元对
泰援助，同时削减了对泰军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2日对
泰国军方政变表示严重关切。德
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分别发表
声明谴责泰国军事政变。美国战
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鲍
尔说，美国只有采取制裁措施才
能有效影响泰国局势走向，但这
会招致泰国军方不满。如果美国
不愿诉诸制裁，遭推翻的他信家
族及其支持者又会埋怨美方手段
不够强硬。 综合新华社消息

看世界，懂中国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国际新闻微
信“外参”。

天天平平倾倾向向黄黄衫衫军军
巴育自任泰国代总理，抛政治路线图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要
求前总理英拉等数十人23
日上午到一处军事设施内
共商局势，据悉英拉在与巴
育谈了约半小时后被士兵
带走，送往一处不明地点。
巴育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开
始暂代总理职务。对泰国军
事政变，多国表示谴责，美
国正考虑取消对泰援助和
军事合作。

西方民主“精华”在泰国掉链子

新闻观察

泰国此次政变与八年前的政变背景相
似，即社会因是否支持前总理他信的执政理
念而分裂，致使政坛纷扰、社会对立，衍生出
保守与革新两派。按理说，政治分歧可以通过
民主方式解决，不幸的是，西方民主的所谓

“精华”——— 议会选举制度在泰国一再失效，
未能发挥保障政治有序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以“黄衫军”为代表的反他信集团甚至认
为，泰国民主之困源于“一人一票”的“制度缺
陷”，民主选举方式“已无法在泰国表现民
意”。他们认为，他信巧妙利用“一人一票的选
举制度”，“收买”了占选民总数七成以上的草
根选民，并通过利益再分配赢得不少反对派
议员支持。他们还指责他信“收买”草根选民
的方式不是动用自己的财产，而是通过损害
中产阶级和大财阀的利益来实现。

那么，他信执政时期的反对党上台执政，
是否就能化解泰国的政治危机呢？事实表明，
如此一来，“红衫军”又替代了“黄衫军”的角
色，采取了“黄衫军”的策略，结果，深层次社
会矛盾始终难以化解，政治危机不断。

过去，泰国人一直相信可以用选举来解
决问题，政府往往等不到任期结束就因各种
问题草草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而现在，选举
的弊病在泰国被反复突出放大，却迟迟无法
通过民主方式自我修复，最终军事政变再度
发生，民主再度被推倒重来。

泰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不同利益集
团都想将其带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为泰
党及其支持者“红衫军”面对强大的军事压
力，尚未采取反抗措施，然而其反抗意愿和能
力不容低估。舆论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选
举方式，拥有庞大民众基础的为泰党很有可
能在下次大选中再次获胜。如果为了避免为
泰党胜选而改变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将可
能引发“红衫军”大规模抗议示威。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军方并非“铁板一
块”，在长期的政治冲突中，军队内部也形成
不同派别，特别是前总理他信在军中培养了
不容小觑的亲为泰党势力。有分析人士担心，
如果军方内部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
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内部冲突。 据新华社

23日，曼谷一名男子躺在街头抗议军方政变。当天，一些民众集会抗议军方政变。新华/路透

2 3日，
在泰国首都
曼谷，据信
载有前总理
英拉的汽车
抵达陆军俱
乐部。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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