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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选举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并存的联邦制国

家，首都吉隆坡，联邦政府行政中心布城。全国分为13个州和3个联邦直

辖区，全国面积共33万平方公里 。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国土被南中国海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即马来半

岛（西马）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东马）。全国海岸线总长4192公里。属热带

雨林气候。

1957年8月31日，东姑阿都拉曼宣布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63年，马来

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

出）。国家对内外的最高代表被称为元首 ，而政府首脑是总理 。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官方宗教虽为伊斯兰教，但国民宗教

自由权由马来西亚宪法保障。大马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

突飞猛进，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已成为亚洲地区引人注目的多元化新兴工业国

家和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实施马来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

马来西亚奉行独立自主、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是东盟创始国之

一，已同 132 个国家建交，在 84 个国家设有 110 个使领馆。 同时，系英联

邦、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环印度洋联盟等组织

参与国。

□ 新闻延伸

多方共赢or再度动荡？
——大马政局走向有几种可能？

目前，马来西亚国会能否如期在9日复会，尚不可知，议员的最终抉

择也还是未知数，但未来可能的政局走向仍备受关注。

柴玺表示，政局走向的关键节点，就是毛希丁能否在新一期国会召开

前得到足够多的议员支持，挺过不信任动议。

柴玺指出，根据马来西亚法律，如果有人在议会提出对毛希丁的不信

任动议，且该动议获得通过，那么毛希丁则需要辞职，国会议员或将重新

推举总理；同时，不排除毛希丁要求最高元首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的

可能性。

而时永明则分析称，实现共赢的方式是马哈蒂尔和安瓦尔都回归“理

性”，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毛希丁的支持。

他表示，这对年事已高的马哈蒂尔来说，是一个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

机会；而对安瓦尔来说，面对一个相对弱势的领导人，他依旧可以抓住时

机，积蓄力量，以谋求未来的翻盘。

前总理马哈蒂尔前副总理安瓦尔新总理毛希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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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马来西亚政局可谓变幻莫测。前总理马哈蒂

尔突然辞职后，各党派围绕新总理人选，展开激烈博弈。相对

低调的毛希丁，意外成为“黑马”脱颖而出。

马哈蒂尔为何突然请辞？毛希丁上任后能否稳住局面？马

来西亚“政坛风暴”彻底平息了吗？未来政局走向如何？ 专家对

此作了一一解读。 □ 据中新社

动荡七日，乱局中博弈
——大马“政坛风暴”缘起何处？

2月24日，上任近2年的马哈蒂尔突然宣布辞去马来西亚总

理一职，他创建的土著团结党也退出执政联盟，从而引发政局波

动，朝野各政党为新总理人选上演激烈博弈。

值得注意的是，马哈蒂尔辞职后又表态愿意重新出任总理，

而执政的希望联盟(希盟)却提名了前副总理安瓦尔任总理。马哈

蒂尔为何辞职再选？分析人士表示，直接原因与执政联盟内部的

权力交接有关。

早在 2018 年大选时，已卸任总理 15 年的马哈蒂尔，与人民

公正党主席安瓦尔结盟，带领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

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盟，在大选中一举击败纳吉布领导

的，以巫统为首的多党联盟，重返政治舞台中心。

马哈蒂尔当时承诺，将在 2020 年把总理职位移交给“接班

人”安瓦尔。不过，两年过去了，具体交接时间始终未能确定，安

瓦尔领导的希盟最大党人民公正党开始对马哈蒂尔施压。

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柴玺表示，马哈蒂尔选择此时辞职，

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

亚太问题专家时永明进一步分析称，马哈蒂尔曾执政多年，其主

要政治思想是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中间进行平衡，在传统保守与激

进自由间进行平衡……避免马来西亚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的方向。”

然而，他表示，近十几年来，马来西亚政局一直受到外界因素

的干预，安瓦尔也展现出“过度西化”倾向。“希盟内部矛盾因此不

断加剧，已经到了不太好协调的时候，马哈蒂尔不得不选择辞职，

以避免将总理一职移交给安瓦尔。”

“黑马”总理，亦是政坛老将
——“后马哈蒂尔时代”来临？

辞职之后的马哈蒂尔，最初曾得到希盟的支持，但因马哈蒂

尔坚持组建联合政府，希盟转而提名安瓦尔为总理人选，而反对

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则因马哈蒂尔反对该党以政党形式加

入联合政府，撤回对其再度出任总理的支持。

结果，这一职位最终落在了马哈蒂尔所属的土著团结党主席

毛希丁身上。

英国广播公司(BBC)分析称，马哈蒂尔与安瓦尔“鹬蚌相争”

之际，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认定毛希丁是有可能在国会获得多数议

员支持的候选人，从而使毛希丁成为得利“渔翁”。

现年 72 岁的毛希丁，在大马政坛沉浮 40 多年，曾于纳吉布

执政时期任副总理，又在马哈蒂尔执政时担任内政部长，可谓政

坛老将。他政治生涯的两次重要抉择，都与马哈蒂尔有关。

第一次，2016年，毛希丁和马哈蒂尔一样，离开了巫统，追随

马哈蒂尔一起参与创建了土著团结党。随后，土著团结党加入希

盟，并在2018年大选中击败了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

这一次，身为土著团结党主席的毛希丁，在马哈蒂尔辞去总

理后，也宣布土著团结党退出希盟。不同的是，毛希丁比马哈蒂

尔更愿意与“老东家”巫统组建联盟。

时永明表示，目前看来，马来西亚国内各派都不希望出现政治动

荡，同时又都无法主宰局面。因此，推举毛希丁出任总理，是各方力量

妥协、平衡的结果。然而，毛希丁能否维系平衡，还是个未知数。

危机暂解，不确定因素仍存
——新任总理能否稳住局面？

尽管新总理人选已经尘埃落定，但马来西亚政局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毛希丁的总理任期也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毛希丁出任总理的结果，马哈蒂尔与安瓦尔方面都表达了相当

程度的反弹。两人均表示，将在3月9日国会下议院复会后提交对毛希丁

的不信任动议。

“我感觉遭人背叛了，尤其是毛希丁，”马哈蒂尔1日称。

当前，毛希丁领导的土著团结党只有36个国会议席，除去马哈蒂尔派

的6席后，只剩30席。因此，他必须取得各方支持，切实获得议会过半数

议员支持，才能坐稳总理之位。

时永明指出，目前毛希丁势力比较弱，因而其当前的主要任务应是

“寻求稳定、避免冲突，为自己积累政治基础。”

“他现在不应该提出自己的任何主张，而应协调各党派意见，寻求

一个共识点。在保证政局平稳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发

展路径。”

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毛希丁能以总理身份劝告元首将国会复会日期

最晚推迟至6月。这意味着，如果最高元首同意，毛希丁最多有3个月时

间和各方谈判，争取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