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選擇替代稿件間的分隔線

泰國國家發展行政研究所早前民調顯
示，前總理他信幼女佩通坦所屬的

為泰黨，有望贏得164至172個下議院議
席，成為下議院最大黨。前進黨以80至
88席位居第二，屬中間派的泰自豪黨可
獲得72至80席，泰國人團結建國黨則
取得53至61席。投票率預計達到破紀
錄的超過八成。

反對派或組聯合政府
前進黨領袖皮塔表示，按目前得票情

況，前進黨、為泰黨和其他反對派政黨
有望組成聯合政府，但目前尚未進行相關
會談，他強調反對派政黨對人民而言是「正
確答案」。佩通坦則呼籲支持者耐心等待結
果，稱有信心取得勝利。
然而泰國2017年修訂憲法，規定總理候選人
要取得下議院和上議院合共過半議員支持才能當
選，目前由軍方主導的上議院全部250席任期未完，
無須改選，巴育只要再取得上議院250票支持，並在下
議院取得126票便可連任；相反，反對派候選人佩通坦需取
得下議院逾75%支持，才有望當選總理。
泰國1932年立憲革命改為君主立憲制以來，合共發生過13次政

變，平均每7年就有一次，訂立新憲法的平均間隔更只有4年半。
對於泰國在今次大選後局勢如何變化，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
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那邦指出，泰國歷來缺乏政黨政治傳統，軍人統
治自立憲革命以來不斷鞏固，軍隊也就此成為泰國政治重要成員，
「當年的革命就是由平民與部分軍人組成的進步派發動。長期以
來，是保守派的軍人勝出。」

社會應就未來政治走向展全國對話
學者普遍認為，經過多年發展，泰國軍隊結構和社

會環境已較數十年前大有不同，再度發生軍事政變的可
能性較低。那邦就提到今次選舉中，軍方領袖似乎

有意與總理巴育和副總理巴維保持距離。
泰國蘭實大學政治學助理
教授萬威齊也解釋，泰國陸

軍不少參與政變的
軍官現時已

轉去泰王衛隊，「愈
來愈多泰國人對軍隊也有不信任
感，認為軍隊所作所為並不透明。人們如今有新想法，希望讓軍隊
接受政治約束和社會監督。」
巴維相信，泰國社會應該就未來的政治走向展開全國對話和協

商，建立新的社會契約，或許應該讓民眾相信，如果你不喜歡現時
的總理，可以等待時機說服他人，遵循完善的選舉制度。不要再呼
籲軍方進行政變，這無法長遠解決問題。
泰國選民也普遍希望選舉能讓泰國的未來更好。30歲的農塔潘與

家人一同投票，她相信投票日是「決定泰國未來的一天」，希望自
己支持的候選人能讓泰國走向更好的道路。44歲的選民塔納利也
稱，他期待藉選舉看到改變，「我想給新世代的候選人機會，讓他
們嘗試為泰國帶來新氣象。」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國會大選14日結束投票，隨即進行

點票。截至北京時間15日12時，在點算約99%選票後，

在野的前進黨和為泰黨分別取得約 1,417 萬及 1,080 萬

票，爭取連任的總理巴育所屬的泰國人團結建國黨只得約

460萬票排第三。《曼谷郵報》報道，在下議院500席中，前

進黨暫取得151席，為泰黨取得141席，預計兩大反對黨合

共可奪取下議院過半議席。泰國政壇過去數十年間動盪不

斷，政治學家普遍指出，泰國社會需要全新的社會契約，逐

步改變部分人群默許軍人奪權的看法，建立政黨政治的傳

統，讓社會運作更加有序，才能長遠擺脫選舉與政變交替的

漩渦。

在野黨勢奪下議院過半議席
學者指社會需全新契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廈門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李一平接受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
他信家族若重新掌權，並不會導
致泰國明顯傾向美國，泰國的最
佳選擇仍然是外交平衡的政策。

保持外交平衡最佳選擇
李一平說，「他信家族曾經出
現過多位總理。根據過去他們的
支持力量和執政時期的一些政
策，以及目前東南亞地區局勢和
泰國在東盟的角色，我認為他信
家族若勝選後的泰國，對外政策
不會完全傾向美國。不過在中美
競爭的大背景下，泰國的政策可
能會受到美國加大介入東南亞地
區事務力度，以及美國與其他東
南亞國家關係的影響，在原有政
策基礎上加強與美國的聯繫。實
際上多數東南亞國家都不願意選
邊站，除非出現重大區域安全領

域變故時，立場可能會有較大改
變，否則保持外交平衡的中間狀
態是他們的最佳選擇。」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東
南亞、澳洲和大洋洲中心的專家
弗米喬娃受訪時指出，他信幼女
佩通坦所屬的為泰黨與總理巴育
的泰國人團結建國黨一樣，在泰
國的華人社區中有很多支持者。
弗米喬娃說，「現任總理得到與

王室關係密切的軍事和政治圈子中
的傳統精英，以及華人大企業家的
支持。他信的政治家族在華人社區
也有充足的支持。華僑人數眾多，
並通過各黨派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已成為泰國政治版圖的一個組成部
分。巴育的擁護者和他信家族的支
持者都明白，中泰關係牢固的重要
性及它對泰國發展的意義。與中國
的關係源於兩國的地理位置和歷
史，任何選舉結果都很難破壞這種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自1932年以來經歷
了13次軍事政變，最近一次正是巴育所發
動。對於外界擔憂今次大選後會否再現政
變，泰國陸軍總司令納隆攀承諾，即使大
選後出現政治動盪，泰國也不會回到軍事
統治，軍方在他的領導下不會發動政變，
將會保持中立。
納隆攀接受泰媒採訪時，被問及選舉後
會否發生另一場「政變」，他說，「不應
使用（政變）這個詞，這是不恰當的。我
希望記者們把它從你們的字典裏刪除。」
當記者追問他，軍方會否也從字典中刪除
「政變」一詞，他說：「當然，它被刪除
了。」
納隆攀將於今年9月30日卸任，記者進

一步追問他，能否確認在其擔任陸軍總司
令期間，軍人不會發動政變，納隆攀說，
「我無法確定國家會否和平，和平只能通

過大家共同努力來實現。但我可以向你保
證，過去發生的事情（政變），現在重演
的機會是零。」新加坡《聯合早報》指
出，納隆攀這番談話有助緩和人們對反對
派勝選後，軍方可能再度干政的擔憂。

學者料今年不會有示威
政治觀察員認為，泰國大選不論是自由

民主派或保守派執政，泰國接下來的6個
月至1年內，應不會發生政變推翻民選政
府或反對派大規模上街示威抗議的情況。
泰北17府「紅衫軍」協調人之一的漢沙
說，即使軍人政黨贏得大選，但只要選舉
過程透明、按照規則進行、沒有舞弊，反
獨裁的紅衫軍不會再次走上街頭。不過，
若為泰黨贏得大選組織政府，他不排除軍
隊日後再次發動政變奪權的可能性。漢沙
最擔心保守派會製造藉口，通過憲法法院

指控為泰黨違反選舉法而下令解散該黨，
「這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擔心的問題，但我
不認為他們現在敢這麼做。他們一旦解散
為泰黨，所有支持力量會流向前進黨；如
果解散前進黨，所有支持者會流向為泰
黨。他們必須權衡後果。」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學生會副會長巴達里也
同意漢沙的看法，「我們必須先看選舉過程
是否有舞弊。若是選舉程序的問題，我認為
應通過憲法法院來解決。」
資深媒體人巴維分析稱，贏得選舉者上
台執政會有蜜月期，「即使沒有1年也會有
至少6個月，肯定不會有政變。」他說，在
選舉委員會公布正式結果後，政黨需要一
段時間談判籌組政治聯盟，然後保守派或
自由民主派會觀察為政者推出的政策，再
作下一步決定，「我想至少今年底前不會
有示威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有嚴格法律規定
禁止誹謗或侮辱泰國王室，泰國軍方與
王室亦關係密切，對待王室的態度近年
成為當地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巨大的政
治分歧，還被列入部分政黨的競選政
綱。《紐約時報》形容，今次泰國大選
亦是一場關乎「能否自由批評君主制」
的公投，在經濟民生議題外，體現泰國
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

或縮短冒犯君主罪刑期
就泰國王室議題，爭取連任的總理巴
育多次強調，應避免改革任何與君主制

相關的法律，尤其要維持最低可判囚3
年的「冒犯君主罪」。但勝選呼聲較高
的反對黨前進黨陣營，則積極呼籲修例
縮短該罪名刑期，僅允許王室事務局而
非任何公民可就該罪名指控他人。至於
前總理他信幼女佩通坦所屬、支持度領
先的為泰黨則盡量採取中間立場，強調
不會廢除冒犯君主罪相關法律，但希望
就修例進行磋商。
分析指，泰王室依然是敏感議題，將
君主制視作君臣父子的保守派，與不滿
王室坐擁豐厚財富、提倡改革的年輕進
步派互不相讓。加上現有關於王室法例
依然生效，任何政黨在王室議題中取態
偏向一方，都會面臨來自反對陣營的巨
大阻力。前進黨早前就試圖緩和立場，
強調王室改革絕非其優先競選政綱。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政府事務研究專家
斯里潘解釋，不論立場偏向自由或保
守，任何政黨將君主制議題作為主要競
選政綱，都會有加劇社會撕裂的風險，
「本應凌駕於政治之上的君主制在泰國已
陷入分歧，過於強調該議題只會將選民
分為兩大陣營，這是非常冒險的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泰國大選要求每
名選民投下兩票，一票投給選區候選
人，另一票投給選民認可的政黨。不過
兩張分別為紫色和綠色的選票需要一分
為二分開投票，多地都有選民誤解選舉
規定，不慎撕毀選票，不排除面臨涉嫌
違反選舉法指控。
泰媒報道，泰國皇家警察選舉協調中
心收到全國約20宗撕毀選票報告，其
中大多為長者。宋卡府一名76歲有視
力問題的老婦因未有認出紫色選票，選
擇將綠色選票撕成兩半分開投票。北欖
府也有一名患認知障礙的男子以為自己

沒有紫色選票，將綠色選票撕開兩半。
南奔府一名41歲男子因找不到屬意政
黨的號碼，一氣之下破壞選票。還有一
名36歲選民因醉酒，在票站損壞一張
選票，也被警方記錄在案。

1,000泰銖出售選票
泰國警方還着手調查至少3宗分別發生

在汶干府、北碧府、那空拍儂府的懷疑賄
選事件，據報有選民在現場出售自己的選
票，賄選價格介乎500至1,000泰銖。亦
有報道指部分票站避暑設施不足，多名長
者中暑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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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大選冀擺脫選舉政變交替漩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