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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在緬甸最大城市
仰光，2日街頭氣氛
恢復平靜，外出的行
人和車輛較稀少，前
一日的搶購和提款潮
未再出現。商戶如常
營業，的士及巴士也
照常提供服務，但由
晚上8時至翌日上午6
時的宵禁令仍生效。
軍方除了派人在市政
廳外駐守，街頭未見大批軍人巡邏。據報
道，當地電話通訊陸續恢復正常，至於前
一日因網絡不穩定而暫停服務的銀行，周
二起也正常營業。

中緬邊境貿易正常
在中緬邊界最大陸路口岸雲南瑞麗口

岸，跨境貿易仍正常進行。一名地方政府
官員周二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 「到目前
為止，我們沒有看到緬甸國內局勢對雙邊
貿易的影響。」 而在1日一度關閉的緬泰邊
境，多輛貨車徹夜排隊等候，到2日早上才
能入境，邊境一帶道路出現堵塞。

1日凌晨的突襲中，緬甸軍方扣押包括
昂山素姬及總統溫敏在內的執政黨民盟高
層，又控制了多地的政府和議會，宣布全
國進入緊急狀態一年，國家權力移交給國
防軍總司令敏昂萊。

同日晚間，軍方宣布對現政府進行大
規模改組，外交部，國防部，邊境事務
部，計劃、財政和工業部，投資和對外經
濟關係部，國際合作部等11個中央政府部
門的部長被替換。國務資政府部，計劃、
財政和工業部，商務部等19個中央政府部
門的24名副部長被解除職務。

昂山素姬情況良好
新華社引述軍方消息稱，被扣押的緬

甸各省邦地方領導人和議員2日陸續獲釋，

但所有獲釋人員被要
求留在家中，軍方也
將考慮對其職務進行
調整。實皆省一名官
員透露，該省省長已
經返回家中；當地媒
體指伊洛瓦底省省長
2日也已回到其寓
所。但昂山素姬和溫
敏仍繼續被扣押。民
盟發言人表示，兩人

現被軟禁在內比都的寓所中，昂山素姬情
況良好，可以在屋內活動。

美聯社報道，有400多名議員早前被
軟禁在內比都一棟建築物內，有警員和士
兵駐守。有議員透露，他們可以互相交
流、用電話與外界聯絡，但不能離開。該
議員又指，所有人度過了一個不眠之
夜，他們擔心被帶走，時刻保持清醒和
警戒。

另外，緬甸衞生與體育部發言人丹敏
梭2日表示，儘管目前政治局勢動盪，但新
冠疫苗接種計劃不變。迄今緬甸部分醫護
工作者、志願者、議會議員已接種疫苗。
按照計劃，該國將自2月5日起為普通民
眾，尤其是高風險群體注射。

緬甸變局引發全球關注，聯合國安理
會輪值主席國英國將在美東時間2日上午，
就緬甸局勢召集緊急閉門會議。當前美
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已威脅要對緬甸軍方
祭出制裁措施。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日
表示，中國是緬甸的友好鄰邦，中方希望
緬甸各方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處理分
歧，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方正就安理
會相關問題同有關各方保持溝通。汪文斌
強調，國際社會的任何行動，都應有助於
緬甸政治和社會穩定，有助於緬和平和
解，避免激化矛盾，使局勢進一步複雜
化。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新華社報道：緬甸政壇1日生變，軍方對
政府進行大規模改組後，2日陸續釋放其扣押的省邦領導人和議員，但國務資政昂
山素姬和總統溫敏仍被軟禁。與此同時，首都內比都和仰光等城市的街頭2日平靜
如常，全國銀行也恢復營業，跨境貿易未受影響。聯合國安理會將召開會議討論緬
甸局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呼籲，國際社會的任何行動，都應有助於緬甸政治和社
會穩定，有助於緬和平和解，避免激化矛盾，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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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軍方2月1日發動
政變，打破了該國保持多
年的平靜，令政治形勢波
譎雲詭，國際社會在震驚
之餘，也高度關注緬甸的
未來走向。

外界對於緬甸發生軍事政變的原
因，有着不同的解讀，既有軍方對去年
11月的大選結果感到不滿，擔心影響到
今後的權力分配，也有實際掌握權力的
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在處理內政上沒能
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但說到底，還是
緬甸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一次大爆
發，這對於已經走上民主化進程的國家
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緬甸民主走回頭路，是誰都不願意

見到的局面。應該說，緬甸錯綜複雜的
國情，注定了這條民主之路艱難而崎
嶇，而緬甸長期以來內外部政治勢力激
烈博弈，令政局樹欲靜而風不止，也讓
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變得異常脆弱，這
些攪局者都應為緬甸的動盪負上責任。

我們能夠看到，在緬甸傳出政變消
息後，西方國家在第一時間譴責緬甸軍
方，要求釋放被軟禁的民選領袖，並威
脅恢復實施制裁，這與三十年前干預緬
甸選舉時的做法如出一轍，當時為支持
被軍方囚禁的昂山素姬，西方除了對緬
甸打壓和制裁，更授予她諾貝爾和平
獎，將其捧為 「民主女神」 。

但諷刺的是，當昂山素姬2016年率
領民盟執政後，由於在處理羅興亞危機

上未如西方所願，她又迅速遭到拋棄，
跌落神壇，淪為被西方利用的政治棋
子。尤為可悲的是，在西方不斷插手的
過程中，緬甸內部一些本已平息的矛盾
被重新挑起，有些甚至進一步激化。西
方國家近年常指責外國勢力試圖干擾西
方民主，但他們顯然忘記了什麼是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

值得留意的是，東盟國家對緬甸的
表態卻相對溫和，都認為這是緬甸的內
部事務，呼籲各方克制，應以和平手段
解決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明確表
示，國際社會的任何行動，都應有助於
緬甸政治和社會穩定，有助於緬甸和平
和解，避免激化矛盾，使局勢進一步複
雜化。

分析認為，東盟國家之所以沒有選
邊站隊，是因為他們了解緬甸國情，知
道其民主化進程步履維艱，要艱難地平
衡各方利益，照搬的西方民主制度還提
供不了解決矛盾所需的強大推力。然
而，在緬甸政治轉型過程中，西方不顧
緬甸的實際國情，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硬
銷其民主制度，動輒舉起大棒進行制
裁，結果只能是背道而馳。

對於緬甸國內來說，掌控了國家長
達半個世紀的軍方，當初能夠主動讓出
部分權力，算得上為推動民主化進程開
了個好頭，軍方與民選政府也曾經共同
做出努力，並一度緩和了矛盾，但緬甸
深層的利益衝突並未從根本上化解，平
衡各方分歧的機制遠未形成，尤其是尖

銳的民族問題，仍是不可調和。
如今緬甸軍方以政變的方式來處理

選舉爭議，肯定無助於困局的化解，更
讓彌足珍貴的和平環境和發展勢頭隨時
毀於一旦。據世界銀行統計，緬甸2011
年採取開放政策後，貧窮率已從2005年
的48%，下降至2017年25%，如果緬甸
重新陷入內亂，對國家的轉型以及發展
前景都是沉重的打擊。

政治從來是妥協的藝術，重新回到
腥風血雨的舊時代不是緬甸的出路，而
國家長期戰亂和動盪，最終受害的還是
廣大普遍百姓。另外需要謹記的是，西
方的民主制度不是萬靈丹，就像任何民
主發展都不能一蹴而就，緬甸的民主化
也需要循序漸進的過程。

緬甸內亂的受害者還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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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局伏筆 昂山軍頭零交流逾一年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

報》、路透社報道：緬甸國務資政
昂山素姬與執政黨民盟眾多要員被
軍方扣押後，緬甸重回軍政府統
治。外媒披露，民盟與軍方的關係
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昂山素姬與國
防局總司令敏昂萊至少一年沒說過
話，為政治危機埋下伏筆。

去年11月緬甸大選中民盟大
勝，被視為昂山素姬與軍方關係急
轉直下的關鍵事件。但縱觀她執政5
年間與軍方的相處，雙方不合早已
暗流湧現。根據昂山素姬幕僚與退
役軍事官員的說法，即使昂山素姬
在羅興亞危機上為軍方說話，但她

在緬甸國內的人氣有增無減，被軍
方視為威脅。且她已經一年沒有和
敏昂萊交流，這種沉默在緬甸政壇
是一種危險信號。

至於自2011年起掌軍權的敏昂

萊，其家族與親信藉其權勢獲取大
量利益。依照慣例他早應在2016年
卸職，卻延至今夏。軍事分析家認
為，與昂山素姬間少有聯繫，讓敏
昂萊難以確保卸任後自己的親信網
絡仍能平安。此外，他還尚存就任
總統的政治野心，隨着緬甸全國進
入緊急狀態，他得以再掌權至少一
年。

《環球時報》引述廣西民族大
學緬甸研究所所長廖春勇指出，2月
1日的事件是緬甸軍方與民選政府潛
在結構性矛盾浮上枱面的一個標
誌，軍方意在表明自己仍控制着國
家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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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威脅制裁緬軍方 美媒：籌碼有限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

報》、CNN報道：緬甸政變引發西
方國家一片譴責甚至威脅，美國總
統拜登1日發表聲明，抨擊緬軍奪權
損害民主，又揚言將重新對緬實施
經濟制裁。美國再度霸道干涉他國
內政的行為引發爭議，美媒認為，
拜登政府手中籌碼有限，恐難以影
響緬甸軍方的行為。

拜登周一發文，譴責緬甸軍方
的行為是 「對該國向民主和法治的
直接攻擊」 ，並威脅恢復美國在過
去10年間取消的制裁措施。他更呼
籲國際社會統一行動，施壓緬甸軍
方交出權力。有美官員透露，拜登
政府正在就是否將緬甸軍方接管政

權稱為 「政變」 展開內部辯論，最
早可能本周推出制裁措施。2017
年，特朗普政府就曾以 「涉嫌嚴重
侵犯人權」 為由，針對緬甸軍方的
十多名高級軍官實施制裁。

但專家預計，雖然拜登政府可
能採取削減經濟援助、制裁軍方高
層等一列措施，但影響力有限。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已不再
擁有和10年前相同的籌碼。首先，
拜登若恢復小布什和奧巴馬時期廣
泛經濟制裁，將疏遠緬甸民眾，損
害西方形象。其次，美緬貿易規模
較小，但中國每年與緬甸保持着數
十億美元的貿易、投資關係。美國
發起制裁，或將緬甸進一步推向中

國。對於欲提升在南亞影響力制衡
中國的拜登政府來說並非上策。

另外，美國正忙於應對國內問
題和新冠疫情分身乏術。美國對外
關係委員會東南亞事務高級研究員
柯蘭齊克直言，拜登政府沒有什麼
好的選擇，並表示 「美國的民主公
信力形象不佳」 。

有網友評論道，緬甸政局無論
如何變化都屬於別國國內事務，不
干涉別國內政是國際共識。去年11
月美國大選前，拜登指控俄羅斯干
涉美國選舉，揚言讓莫斯科 「付出
代價」 ；如今緬甸陷入選舉糾紛，
美國與西方盟友卻急不可耐地插手
他國事務，盡顯雙重標準。

▲昂山素姬與軍方總司令敏昂萊
2018年10月在內比都同場開會。

法新社

▲緬甸代總統敏瑞（中）與軍方高層1日在
總統府出席會議。 美聯社

緬政府大改組 市面暫歸平靜
安理會急商對策 中方籲妥善處理分歧

江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