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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局势 一触即发 
王翊颀 

3 December 2013 

 

文 / 王翊颀 图 / 互联网 平静了两年，近来因政府提出特赦法案，引起轩然大

波，使泰国进入 新一轮的动荡期。 

 

  自政府提出特赦法案后，陆续有示威者加入反特赦法的每日集会 ，上

月局势更逐渐升温，反政府的黄衫军在前副首相素贴的带动下， 连日来发

动占领政府部门的行动，终在星期六晚上与红衫军引爆血腥 冲突，导致至

少 4 人死亡，50 多人受伤。反政府领袖素贴还向英叻发 最后通牒，限制她

在两天内把政权交出来。 

 

 黄衫军和红衫军为何为了特赦法案反应如此激烈？双方为何多年斗 争不

断？本报整理泰国政治变化的时间表，访问专家分析泰国接下来 的局势。 

 

  红衫军与黄衫军的纷争源自对前首相达信的分歧意见。 

 

  商业大亨达信于 2001 年担任总理，所推广的民粹主义政策深受农 民支

持，不过因贪污指责、政府于 2006 年在军事政变中遭推翻，流亡 海外。 

 

  亲达信的人民民主联盟政治团体，主要得到农民支持，平时行动 时穿

着红色上衣，因此被媒体称为“红衫军”。 

 

  “黄衫军”指的是联盟政治组织，坚信达信贪污利用家族生意的 巨大财富

巩固权力，对他恨之入骨。 

 

  他们宣称拥护泰国王室，所以平时在集会上通常身穿象征王室的 黄色

衣服，被媒体称为“黄衫军”，主要由泰国的中产阶级组成。 

 

  达信的妹妹英叻在 2011 年获选为泰国首相，被视为是他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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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衫军 VS 黄衫军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9 月 19

日：军方趁达信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发动不流血政变， 所属的泰爱

泰党被令解散，达信流亡。 

 

3 月至 5 月:红衫军占据曼谷市中心和机场，要阿比昔下台。军队装甲 车实

弹清场，逾 90 人死亡。 

 

5 月:阿比昔解散国会，宣布提前于 7 月 3 日举行大选。 7 月 3 日:达信妹妹

英叻领导的为泰党赢得国会大多数议席。与此同时 ，达信表示希望在适当

的时候回返泰国。 

 

10 月: 黄衫军与军警爆发冲突，2 死 500 人伤，达信未应讯，法庭判他 贪污

罪成，坐牢 2 年。 11 月至 12 月:经国会投票，在军方的支持下，民主党阿

比昔被委任为 首相。 

 

1 月至 3 月:红衫军反扑，在曼谷大示威，促阿比昔下台。 4 月:红衫军继续

骚乱，阿比昔颁 12 天紧急状态令。 

 

11 月:反英叻政府的黄衫军大规模示威引发暴力冲突。 12 月:当局宣布阿比

昔因 2010 年的镇压行动而被控谋杀。 10 月:政府提出特赦法案，有意为达

信返泰国铺路，上千名支持者加 入反特赦法的每日集会。  11 月 1 日：下

议院通过特赦法草案引发抗议，上议院稍后否决该草案 。 11 月 24 日：多

达 18 万人加入黄衫军的示威队伍。 11 月 25 日至 27 日：黄衫军占领政府

部门。 11 月 28 日：反对党弹劾英叻动议失败。 11 月 30 日：红黄两派在

体育场外爆发冲突，至少 4 人死亡。 12 月 1 日：反政府领袖素贴限英叻在

两天内交出政权。 

 

为什么这次的冲突特别严重？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表示，立场一向不同的红衫 军和

黄衫军，不约而同地反对泰国政府日前所提出的特赦法案，因而 示威抗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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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文解释，如果该特赦法案顺利通过，所有在 2004 年到 2013 年 8

月之间涉及政治罪的人将获得赦免，包括以暴力镇压红衫军而被控 谋杀的

前首相阿比昔，及被判贪污的前首相达信。 

 

  对红衫军而言，他们无法接受阿比昔获得赦免，认为此举意味着 英叻

政府忘了红衫军之前为他们所作出的牺牲。 

 

  黄衫军则不愿意看到达信洗脱罪名，因为达信的目的是回归泰国 政治

舞台。然而经连日的示威后，黄衫军改变初衷想借助局势推翻政 府，这并

非红衫军所意。 

 

  陈庆文说：“最后示威越演越烈，不同人马对于共同目标的和谐 认知渐

渐瓦解。现在又爆发暴力事件，相信两批人马更不会罢休了。 ” 

 

  不过他指出，由于 12 月 5 日（星期四）是泰王的生日，泰国人民 尊敬

国王会在当天罢休，不过预料泰王生日后，紧张局势还是会持续 一阵子。 

 

专家分析未来局势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英叻推动特赦法案再解散国会 

 

  陈庆文说，按照泰国法律，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若获

得大部分票数，就有权利自动通过特赦法案。 

 

  他指出，由于英叻的为泰党，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因此若要这 么

做，可通过特赦法案，关键只是在于她会否为了哥哥达信而这么做 。 

 

  他说，英叻的任期将在 2015 年结束，因此她或通过特赦法后，再 在明

年下半年解散国会。陈庆文也说：“泰国之前的首相在碰到政治 困境时普遍

上都有用过这样的策略。” 第二种可能：英叻下台   

 

  陈庆文指出，英叻若下台将能够让局势稳定下来，然而这并不足 以满

足那些有意推翻她的政府的黄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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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英叻应该不会提早卸任，即使她这么做，也应会在卸任前 推行特

赦法。” 

 

  然而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胡逸山则认为，见 证哥

哥达信流亡海外的经验，相信英叻不会自愿下台。 第三种可能：军人政变  

 

  胡逸山说，如果红衫军和黄衫军继续僵持，为了平息混乱，军队 或许

可以效仿早前推翻达信政府的例子，进行军人政变（military coup)。若军队

接手半年到一年，等局势安定下来后再进行选举。 第四种可能：军队表态  

 

  胡逸山说，在泰国，军队享有崇高的地位，凡是得到军队支持的 那一

派将能够笑到最后。只要军方一表态，所支持的那一方应将获得 胜利。 第

五种可能：泰王介入   

 

  胡逸山表示，如果红黄两军继续纠结，可能泰王会介入，要求他 们面

谈解决现状。 

 

  陈庆文则表示，即使军方或泰王介入，也只是短暂性的平息紧张 局

势，一旦出现新的导火线，又会再次出现动荡。 

 

阿比昔 

 

泰警向示威者抛催泪弹及喷水柱。 

 

红黄两派爆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达信 

 

反政府领袖限英叻（图）在两天内交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