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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评

泰国大理院（最高法院）27日对
前总理英拉·西那瓦所涉大米案作出
缺席审判，裁定她罪名成立，判处五
年监禁。

从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流亡，
到其妹英拉的消失与获刑，在泰国政
坛延续了16年的“西那瓦时代”走向
终结。

选举制度成为他信“魔咒”
新千年后，泰国政治一直处于他

信集团“逢选举必胜”的“魔咒”下：
2001年，电信大亨他信摇身一变，以
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并出任总理；
2005年，他成功连任；2008年，他信
妹夫颂猜·翁沙瓦出任总理；2011
年，他信妹妹英拉出任总理。单就他
信家族而言，连出三位总理已创下泰
国历史之最。

但他信家族狂吸选票的“魔力”
并非完全源于家族或个人魅力，而更
多是因为泰国的宪法及选举制度。
由于选区设置、人口分布、选民结构
等因素，他信家族意识到，只要在政
策上迎合占选民总数七成的草根阶
层，就可以牢牢锁定大选胜局。

因此，他信家族大力推行针对农
民等社会底层民众的优惠政策，但这
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对立，进而引发
了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

司法介入破除选举“怪圈”
为破除“魔咒”，泰国军方于2006

年和2014年两次介入政治，发动军
事政变。

虽然政变分别推翻了他信政权
和英拉政权，并且政变集团在上台后
都迅速修改了宪法，但泰国社会的对
立与分裂却无法通过修宪来解决，选
举制度的弊端以及选民群体的取向
模式依旧存在。

这时，他信的对手引入司法手
段，通过司法来解决政治问题。

英拉27日的获刑，与2008年大
理院审判他信如出一辙。当年法院
审判他信涉及的一桩购地案，他信曾
在流亡途中回国出庭为自己辩护，后
因“见势不妙”，便在终审前借机逃离
泰国。法院最终判他两年监禁。

判他信、判英拉，不管判多少年，
只要罪名成立，就实质性给他们回国

设置了一道司法屏障。只要他们入
境泰国，就会被立即监禁。换句话
说，只要判了刑，这对“自我流亡”的
兄妹就不可能再以正常途径回到泰
国。

再无强人充当他信“代理”
军事政变和司法裁决事实上改

变了“西那瓦时代”的政治生态与结
构。

但十多年来，他信家族的政治理
念在泰国一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意
识形态层面的认知差异不会因法院
裁决而迅速消失。他信一手创办的
泰爱泰党及后来演化出的人民力量
党、为泰党的部分政策甚至仍在发挥
作用。泰国政治即将面对的问题是，
由谁来接盘他信集团的政治理念，由
谁在最快将于明年举行的选举中替
为泰党扛旗站台。

不可否认，西那瓦家族是个大家
族。

他信的父辈中，他的父亲和两个
叔叔都曾是泰国北部清迈府的议
员。在他信的兄弟姐妹中，除了他信
和英拉外，现年62岁的妹妹瑶瓦帕
担任过议员，而且她丈夫是曾经担任
过总理的颂猜。另外，他信还有个妹
妹较孟塔提，现年58岁，与英拉一样
是位成功的女商人，目前他信支持者
请她“出山”的呼声很高。

此外，他信家族中的新生代正在
涌现。瑶瓦帕和颂猜的儿子育差南
现年37岁，2014年就获得了为泰党
候选议员的资格。英拉有个侄女叫
差艺，现年38岁，曾经担任英拉的社
交媒体主管。再有就是他信的独子
潘通泰，一度有传言称他将接替父亲
进入政坛。

不过，至少从目前看，西那瓦家
族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在泰国国内支
撑起一片政治天空的强势人物。在
缺少新锐人物为其代言的情况下，只
能在海外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的他信
与英拉恐难维系“西那瓦时代”的光
环。

现政府治下，泰国经济发展虽然
不算快，但社会平稳。疲倦了社会混
乱与政治斗争的大多数泰国民众也
许会在没有他信与英拉的这段时间
里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宣布：
应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美国国务卿雷
克斯·蒂勒森将于9月30日访华。届
时，中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特朗普
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于年内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及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交换意见。

陆慷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近来中美之间密集高层交往反映了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正常、良好的双边
关系。他说，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
成功会晤以来，两国领导人及各层级

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交往，这有利
于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两
国关系内涵外延不断丰富，合作广度
深度不断拓展，这不仅给两国和两国
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方愿在现有基础上，同美方
保持双边交往与合作势头，共同确保
特朗普总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取得积极成果，并为新时期更好地发
展中美关系提供推动力。”陆慷说。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9月30日访华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确保特朗普总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首轮社会和人文对话将于

27日至29日在美国举行。这是继双

方举行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

济对话后，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启动的第三个，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也在积极筹备之中。两国元首海湖

庄园会晤成果正稳步推进，中美关系

发展势头良好，这将为美国总统特朗

普年内访华，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多

积极进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关系

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

虽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都

不尽相同，但数十年来，中美关系经

历风雨，人员往来、社会交往从未停

止。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已成为中

美关系发展的强大基础。

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

年。如今，中美有47对友好省州和215

对友好城市；中美之间每天平均1.4万人

往来，每17分钟起降一个航班；双方已

简化签证政策，民间往来更加快速便利；

“汉语桥”“十万强”“感知中国”“青年创

客大赛”等等，中美间的人文交流不只是

文化艺术，还有教育和高科技创新，让双

方尤其是青年一代既能了解中美的昨

天，也能认识中美的今天和未来。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

体，双方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早已从

民间提升到各领域、各层级，深入社

会各个角落。这样的交往与合作，为

中美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为中美友好

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奠定坚实基础，符

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期望。 据新华社电

筑牢中美关系的“地基”

■环球万象

英拉获刑终结泰国“西那瓦时代”

9月27日，英拉的律师诺拉维（中）在位于曼谷的泰国最高法院前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