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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政變  各方反應

美、澳、歐盟 要求立即放人

‧白宮發言人莎奇表示，緬甸軍方「若不撤
銷相關舉動，美國將採取行動對付這些該負
起責任的人士」。
‧澳洲外交部長潘恩呼籲緬甸軍方「立即釋放
所有文人領袖，及所有遭非法拘禁的人」。
‧歐盟強烈譴責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呼籲立
即無條件釋放國務資政翁山蘇姬等人。

大陸、日本 呼籲和平解決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國
是緬甸的友好鄰邦，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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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發言人加藤勝信表示，希望緬甸
透過民主程序，在和平的狀態下解決問題。

旅泰緬人 憤怒包圍使館

   40到50名旅居泰國的緬甸人1日聚集在緬甸
駐泰大使館前，身穿代表全國民主聯盟的紅
色衣服，舉起翁山蘇姬畫像，高呼「釋放媽
媽蘇」口號。抗議人士表示，聽到政變消息
「非常憤怒」。

人權專家 建議祭出制裁

   人權觀察亞洲事務主任席夫頓（John Sifton
）說：「統治緬甸數十年的軍政府從一開始
就沒有真的卸下政權，沒有真正屈服於文人
政府。美國等有著制裁政權能力的國家，應
傳達出強力訊息，立即撤銷制裁鬆綁政策。」

 製表／人間福報編輯部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16～19 陰陣雨

桃  園 15～18 陰天

新  竹 15～20 多雲

台  中 15～24 晴時多雲

南  投 14～25 晴時多雲

嘉  義 13～24 晴時多雲

台  南 16～23 晴時多雲

高  雄 18～24 晴時多雲

花  蓮 17～22 晴時多雲

台  東 18～24 晴時多雲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4~15 香港 19~25

曼谷 26~35 福州 12~17

雪梨 18~24 昆明 7~18

洛杉磯 11~17 武漢 4~14

紐約 -1~4 上海 3~10

里約 25~33 南京 1~10

日內瓦 5~9 西安 -1~8

倫敦 4~13 青島 -3~2

羅馬 6~14 北京 -10~1

約堡 9~13 瀋陽 -21~-9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7.580 28.250

歐  元 33.05 34.39

港  幣 3.454 3.658

日  圓 0.2575 0.2703

人民幣 4.228 4.390

� 註：新台幣昨收28.385元 升值2.7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5410.09 ▲ 271.78

台灣店頭市場 180.39 ▲ 0.85

東  京   日  經 28091.05 ▲ 427.66

香  港   恆  生 28892.86 ▲ 609.15

亞洲股市

緬甸政變 翁山蘇姬遭軟禁

在泰國的緬甸人一日聚集在緬甸駐泰大使館前，要求緬甸軍方釋放國務資政翁山蘇姬。� 圖／法新社

緬甸軍方一日發動政變後，首都奈比多街

頭出現幾輛軍車。� 圖／美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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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
甸
一
日
驚
傳
政
變
，

國
務
資
政
、
實
質
領
導
人
翁
山
蘇
姬
及
多
位
執
政
黨

高
層
官
員
被
軍
方
扣
押
；
緬
甸
軍
方
電
視
台
證
實
，

軍
方
接
管
政
府
，
宣
布
國
家
進
入
緊
急
狀
態
一
年
。

軍
方
承
諾
，
重
新
大
選
後
，
將
把
政
權
交
給
勝
選
政

黨
。緬

甸
軍
方
一
日
清
晨
發
動
突
襲
，
翁
山
蘇
姬
、
總

統
溫
敏
及
多
名
高
級
官
員
遭
拘
留
，
在
家
中
軟
禁
。

軍
方
電
視
台
指
出
，
軍
隊
為
因
應
選
舉
舞
弊
，
扣
押

相
關
人
士
。

軍
方
一
日
也
奪
下
仰
光
市
府
控
制
權
，
法
新
社
記

者
目
擊
五
輛
軍
用
卡
車
在
仰
光
市
府
院
內
，
且
有
軍

方
將
抵
達
該
處
上
班
的
民
眾
打
發
走
。

軍
方
宣
布 

緊
急
狀
態
1
年

軍
方
透
過
電
視
台
宣
布
進
入
一
年
緊
急
狀
態
，
由

武
裝
部
隊
總
司
令
敏
昂
萊
掌
權
。
緬
甸
退
役
將
領
明

穗
原
是
副
總
統
，
未
來
一
年
將
擔
任
代
理
總
統
。

軍
方
承
諾
，
緊
急
狀
態
結
束
後
，
將
重
新
舉
行
大

選
，
屆
時
軍
方
將
把
政
權
交
給
勝
選
政
黨
。

翁
山
蘇
姬
領
導
的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在
去
年
十
一
月

大
選
大
勝
，
但
緬
甸
軍
方
指
大
選
存
在
大
規
模
舞
弊

。
軍
方
聲
稱
，
全
緬
甸
共
有
八
百
六
十
萬
起
選
舉
舞

弊
，
但
未
提
出
證
據
。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在
大
選
國
會
上
下
兩
院
四
百
七
十

六
席
贏
得
三
百
九
十
六
席
，
然
而
據
軍
方
二○

○

八

年
擬
定
的
憲
法
，
軍
方
握
有
總
席
次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且
部
分
重
要
部
長
職
位
也
保
留
給
軍
方
指
派
。

七
十
五
歲
的
翁
山
蘇
姬
曾
獲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追

求
緬
甸
民
主
過
程
中
曾
遭
數
十
年
居
家
監
禁
。
她
在

二○

一
五
年
大
選
贏
得
勝
利
後
執
政
。

緬
甸
於
二○

一
一
年
結
束
將
近
五
十
年
軍
事
獨
裁

統
治
，
去
年
十
一
月
的
大
選
僅
是
其
後
的
第
二
場
民

主
選
舉
。

緬
甸
議
員
原
本
一
日
要
齊
聚
首
都
奈
比
多
，
召
開

去
年
大
選
以
來
的
首
場
國
會
會
議
，
就
在
開
議
數
小

時
前
，
國
營
電
視
突
然
斷
訊
。

仰
光
斷
網 

超
市
湧
搶
購
潮

路
透
報
導
，
坐
落
於
仰
光
的
市
議
會
已
被
軍
人
控

制
，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掌
握
的
幾
個
主
要
據
點
，
網
路

與
手
機
訊
號
也
中
斷
。
報
導
指
，
外
界
完
全
無
法
打

電
話
進
入
奈
比
多
。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發
言
人
苗
紐
透
過
電
話
表
示
，
翁

山
蘇
姬
、
溫
敏
和
其
他
黨
內
高
層
官
員
，
清
晨
時
分

紛
紛
「
被
帶
走
了
」
。
苗
紐
說
：
「
我
想
告
訴
我
們

人
民
，
不
要
慌
亂
行
事
，
我
也
想
要
告
訴
大
家
，
一

定
要
遵
守
法
律
。
」
苗
紐
對
路
透
說
，
可
能
不
久
後

自
己
也
會
被
捕
，
接
下
來
路
透
便
無
法
與
他
取
得
聯

繫
。網

路
監
控
服
務N

etB
locks

表
示
，
緬
甸
從
一
日
清

晨
三
時
起
，
全
國
網
路
連
結
就
掉
到
平
常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
一
名
當
地
記
者
表
示
，
緬
甸
的
電
話
訊
號

都
被
切
斷
，
網
路
在
一
日
上
午
還
有
通
，
但
不
知
道

何
時
會
被
切
掉
。

一
位
在
仰
光
的
台
商
指
出
，
軍
方
擔
心
會
有
大
規

模
群
眾
集
結
，
已
封
鎖
仰
光
主
要
道
路
，
他
評
估
後

續
狀
況
不
樂
觀
，
可
能
會
有
動
亂
，
超
市
出
現
搶
購

民
生
用
品
的
狀
況
。

我
外
交
部
表
示
，
據
駐
緬
甸
代
表
處
掌
握
資
訊
，

在
緬
甸
的
台
商
與
僑
民
人
身
安
全
暫
未
受
政
局
動
盪

影
響
。

孩
子
為
外
國
公
民
，
遭
緬
甸
憲

法
禁
止
出
任
總
統
，
但
現
年
七

十
五
歲
的
翁
山
蘇
姬
仍
普
遍
被

視
為
實
質
領
袖
。

但
B
B
C
批
評
，
自
從
翁
山

蘇
姬
擔
任
緬
甸
國
務
資
政
以
來

，
她
對
待
以
穆
斯
林
為
主
的
少

數
族
裔
洛
興
雅
人
的
方
式
，
讓

外
界
看
清
她
的
領
導
風
格
。

二○

一
七
年
，
緬
甸
若
開
邦

警
察
局
遭
遇
致
命
攻
擊
，
引
來

軍
方
強
力
鎮
壓
，
數
以
十
萬
計

的
洛
興
雅
人
因
而
被
迫
逃
往
鄰

國
孟
加
拉
。

先
前
力
挺
翁
山
蘇
姬
的
國
際

人
士
紛
紛
指
控
她
不
願
譴
責
仍

大
權
在
握
的
軍
方
或
承
認
國
內

暴
行
，
對
謀
殺
和
可
能
的
種
族

滅
絕
情
事
視
若
無
睹
而
不
加
阻

止
。原

本
外
界
還
認
為
翁
山
蘇
姬

是
位
務
實
的
政
治
家
，
試
著
治

理
種
族
多
元
、
擁
有
複
雜
歷
史

的
緬
甸
，
但
二○

一
九
年
她
在

荷
蘭
海
牙
國
際
法
庭
就
洛
興
雅

事
件
舉
行
的
聽
證
會
上
，
替
緬

甸
軍
方
所
為
辯
護
，
被
視
為
壓

倒
她
僅
存
國
際
聲
望
的
最
後
一

根
稻
草
。

在
家
鄉
被
尊
稱
為
「
女
士
」

的
翁
山
蘇
姬
，
依
然
深
獲
緬
甸

人
民
愛
戴
。

路
透
報
導
，
緬
甸
執
政
黨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已
獲
認
證
的
官
方

臉
書
專
頁
，
一
日
以
緬
甸
實
質

領
袖
翁
山
蘇
姬
的
名
義
發
文
，

要
人
民
別
接
受
政
變
，
應
該
起

身
抗
議
。

全
民
盟
說
，
這
篇
文
章
在
政

變
發
生
前
寫
成
。
文
末
並
沒
有

翁
山
蘇
姬
的
署
名
，
而
是
全
民

盟
主
席
溫
廷
用
手
寫
字
寫
到
，

本
文
就
是
翁
山
蘇
姬
「
真
實
的

立
場
」
。

文
章
寫
道
：
「
軍
方
的
行
為

讓
緬
甸
回
到
獨
裁
時
代
，
請
大

家
不
要
接
受
，
而
要
全
心
全
意

抗
議
軍
事
政
變
。
」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

翁
山
蘇
姬

國
務
資
政

溫
敏

總
統

明
穗

代
理
總
統

敏
昂
萊

武
裝
部
隊
總
司
令

【
本
報
綜
合
外
電
報
導
】

緬
甸
實
質
領
袖
翁
山
蘇
姬
和

多
位
政
府
高
層
一
日
突
遭
軍

方
拘
捕
。
曾
享
譽
國
際
的
人

權
領
袖
翁
山
蘇
姬
，
因
漠
視

緬
甸
軍
方
對
少
數
族
裔
洛
興

雅
人
的
暴
行
，
在
西
方
的
聲

望
已
大
不
如
前
。

翁
山
蘇
姬
是
緬
甸
獨
立
英

雄
翁
山
將
軍
之
女
，
出
生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
翁
山
蘇
姬
兩

歲
那
年
父
親
遇
刺
身
亡
，
一

九
四
八
年
緬
甸
脫
離
英
國
殖

民
獨
立
。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
B
B
C

）
報
導
，
翁
山
蘇
姬
因
爭
取

人
權
而
放
棄
自
由
，
挑
戰
統

治
緬
甸
數
十
年
的
軍
方
將
領

，
一
度
被
視
為
人
權
燈
塔
。

一
九
九
一
年
，
遭
軟
禁
中
的

翁
山
蘇
姬
獲
頒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殊
榮
，
被
譽
為
「
無
權
者

力
量
的
傑
出
典
範
」
。

翁
山
蘇
姬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到
二○

一○

年
間
，
有
將
近

十
五
年
時
間
都
遭
到
居
家
軟

禁
。二○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
翁

山
蘇
姬
在
緬
甸
二
十
五
年
來

的
第
一
場
公
開
競
選
中
帶
領

「
全
國
民
主
聯
盟
」
贏
得
壓

倒
性
勝
利
。
因
翁
山
蘇
姬
的

翁山蘇姬
聲望大不如前

稱選舉舞弊

翁山蘇姬二○一二年在挪

威奧斯陸發表諾貝爾和平獎

得獎演說。� 圖／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