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在缅甸内比都，缅甸新当选总统吴廷觉向媒体挥手致意。

缅甸联邦议会15日投票
选举总统，全国民主联盟（民盟）
资深成员吴廷觉当选，新一届
政府将于4月1日正式履职。

吴廷觉自被民盟推举为
总统候选人起，围绕他“司机”
身份的消息就不绝于耳，有关
他身份的真相究竟如何？民
盟在未来5年施政面临哪些
挑战？其执政重点又是什
么？中缅关系未来前景如
何？就此，新华社缅甸问题资
深专家张云飞、新华社驻仰光
记者庄北宁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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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缅甸知道多少
缅甸联邦共和国简称为缅甸，西南临安达

曼海，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邻，东北靠中
国，东南接泰国与老挝。2005年，缅甸政府将
首都从最大城市仰光迁至内比都（前称彬马

那）。缅甸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从事农业
的人口超过60%，农产品有稻米、小麦、甘蔗等
等。缅甸2010年结束了军政府统治，进行民主
改革。根据2008年宪法，缅甸是一个总统制的
联邦制国家，将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总统既是
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

你了解新总统吗
当选总统吴廷觉

吴廷觉1946年7月20日出生于仰光省关
乾贡镇区，缅族，有孟族血统。他是民盟主席
昂山素季（上图右）的好友，两人曾就读于仰光
市卫理公会高中。吴廷觉一直是昂山素季最
信任的少数人之一，在以昂山素季母亲之名命
名的杜钦芝基金会担任高级管理。吴廷觉本
人还是一名作家，曾发表非小说类政治文章。

第一副总统吴敏瑞

吴敏瑞1951年5月24日出生，孟族人，巩
固与发展党（巩发党）成员，2001 年被任命为
东南军区司令，成为军方领导机构联邦和平与
发展委员会成员，2004年成为军情机关长官，
2005 年成为首个晋升至中将的少数民族军
官，2011年被任命为仰光省行政长官。

第二副总统亨利班提育

亨利班提育1958年8月9日出生于缅甸西
北部的钦邦坦达兰镇区迪吉村，钦族人，信奉基
督教，民盟党员。亨利班提育早年曾参军，在多
个军区服役，没有担任过政治、社会职务。

链接

中缅关系前景看好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推举

的候选人吴廷觉15日经联邦议会投

票表决正式当选缅甸新总统，使民

盟朝着4月1日全面执政迈出了关

键一步。缅甸新政府将奉行什么样

的外交政策？中缅关系的发展前景

如何？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吴廷觉当选总统后，民盟将在

实施内政外交政策、引领缅甸走向

未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去年

6月，民盟主席昂山素季应邀访华，

中国领导人亲切会见她率领的民盟

代表团。双方就推动中缅友好关系

发展达成共识，这为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政治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去年 11 月，昂山素季在大选

获胜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

确表示，缅甸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

政策。昂山素季提出的中缅关系

“邻居论”在缅甸广为流传，反映出

缅甸各界继续与中国发展友好合

作的普遍愿望。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胞波”友

谊源远流长，中缅合作有着深厚的

民意基础。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合

作蓬勃开展，成果丰硕。统计数据

显示，中缅两国贸易约占缅甸对外

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对缅投

资也约占缅甸吸引外资总额的三

分之一。双边经贸合作既是双方

互利共赢发展的共同需要，也符合

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缅经贸合作

必将成为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的动力和助推剂。

民盟执政后肩负着维护政局

稳定、推进和平进程、促进经济发

展、尽快改善民生等艰巨任务。要

解决这些问题，缅甸迫切需要维护

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吸引来自其

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这给中缅

扩大友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缅传统友谊历经风雨，从未改

变，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成为

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这是两国历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

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倍加珍惜。

在缅甸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

页，缅甸政治、社会等各领域正发生

深刻变化之际，我们应该看到，中缅

相互信赖、互利共赢的基础没有改

变，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还是缅

甸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缅友好关

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缅关系前

景看好。 综合新华社等

评论

吴廷觉当选缅甸总统
昂山素季如何实现缅甸式“垂帘听政”

1、吴廷觉“司机”身份是怎么炒起来的？吴廷觉何许人也？

庄北宁：这件事部分西方媒体是始作俑者，炒作出的一个闹剧，参与者
不乏大牌媒体，包括法新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法新社最早炒出“司机”一说，在8日播发的一篇文章指出，曾在昂山素
季结束软禁时为她充当司机的吴廷觉是大家猜测人选的焦点。

而CNN更是错上加错，给一篇有误导性的报道配了一张错误的“司机”
照片。其配图中男子看上去确实像一名司机，还缺了一颗门齿，但其外貌、身
高都与吴廷觉相去甚远。图中男子看上去大概四五十岁，黑发，肤色微黑，身
高中等。而我亲眼见到的吴廷觉身材高大（可能超过1.80米），肤色较白，头
发已白。可以肯定，CNN图片中的男子与民盟的吴廷觉不是同一个人。

吴廷觉曾就读于仰光卫理公会高中，昂山素季也曾在此就读；他有硕士
学历；他在加入民盟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辞职；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
诗人敏都温，也是民盟元老之一；他是杜钦芝基金会高管。对这些情况稍有
了解的人就应该知道，“司机”之说不靠谱。

2、4月1日前，民盟将完成组阁，如何协调与军方关系？

庄北宁：对于民盟主导的政府来说，未来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与军方的
合作不可避免。

首当其冲便是全国民族和解问题。从选举结果看，民盟在省邦议会选
举中拿下7省5邦，但少数民族武装问题突出的掸邦和若开邦不在民盟掌控
之列。因此，在全国民族和解问题上，民盟主导的政府必须与军方紧密合
作，才能把得到的政治支持转化为和解推动力。

另外，修宪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直系亲属为外国籍的昂山素季不具备
出任总统资格。一些熟悉缅甸政治的分析人士指出，昂山素季未来会以合
法、毫无瑕疵的方式，最终登上总统宝座，但也许需要等一两年。在现行宪法
框架下，军人议员团在联邦议会两院均掌握25%席位，若要修改重要条款，必
须取得75%以上议员支持才能实现。民盟在这一点上也必然要与军方合作。

3、昂山素季如何实现缅甸式“垂帘听政”？

张云飞：可以预见，昂山素季会以某种角色进入民盟政府，进入“国家安
全委员会”。

观察人士推测，昂山素季一个非常可能的选项是，出任总统府部即内阁
核心圈的某一重要职务，并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因为这是她进入重要国家机
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条件。依据缅甸宪法，除正副总统、正副总司
令，以及军人任职的3个部长——即国防、内政、边境事务部长外，只有外交
部长可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缅甸决定国家重大安全事务的机构。昂山素季只
有进入该机构，才能真正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人物之一，尤其是缅甸军方依
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下。

4、民盟政府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施政重点将是什么？

张云飞：一是民族和解与和平进程，二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三是对外关系。
——民族和解与和平进程。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长期存在大小几

十支反政府少数民族武装。去年 10 月 15 日，八支民族武装与政府签署全
国停火协议，缅甸和平进程取得重要进展。然而，还有更多的民族武装组织
尚未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尽管政治对话今年初已经开启，但是缅甸和平进
程依然任重道远，这是摆在民盟政府面前的棘手重任。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尽快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选民们的强烈
诉求和普遍期待。如何实现决策科学透明，如何捋顺经济发展思路，寻找新
的增长动力，对民盟来说是一道难度不小的课题。缅甸经济专家认为，要发
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大力吸引外国投资。

——对外关系。按理说，外交对民盟来说不是一个困难的领域，但是制
定怎样的外交政策，实现怎样的外交目标，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
民盟未必就能很得心应手。

昂山素季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比较务实的外交思维，已为民盟政府的外交
政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她曾在多个场合肯定缅甸独立之初所奉行的外交政
策，总的来说可表述为：缅甸愿意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重视大国关系，优
先睦邻关系。可以预见民盟上台后外交上将推行这样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