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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是拉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系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工业基础相当薄弱。洪都拉斯被
罢免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于2006年1月上任。自就职以来，塞拉亚将施政重点放在改善政府形象和
满足民生诉求等方面。他提出“公民权利”的执政口号，主张建立分享式民主，支持民众更多地参与和监
督国家政治生活，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但他和拉美国家亲近，损害了和美国有
千丝万缕联系的工商资产阶级利益，最终被罢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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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亚末路狂奔
6 月 28 日，洪都拉斯议会、法

院联合军队驱逐总统塞拉亚，政治
局势进入动乱阶段。尽管国际社
会一直谴责，但政变者态度强硬。
临时总统米切莱蒂对媒体说，被罢
黜总统塞拉亚如果回国，将遭到逮
捕；洪都拉斯司法机关起诉塞拉亚
犯有 18 项罪行，包括“背叛国家”
和“滥用权力”；洪总检察长鲁比表
示，塞拉亚将面临20年徒刑，军方
重申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尽管美
洲国家组织支持塞拉亚，但他回国
执政之路依然梦断。

塞拉亚极力倡导的修宪公投
是洪都拉斯这次军事政变的导火
索。批评者认为修宪是破坏民主
之举，塞拉亚有意借此谋求连
任。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变
的实质是左右翼力量的对垒。以
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为代表的美洲
国家则说，美国是政变的幕后黑
手。虽然美国断然否认，并在政
变后宣布暂停同洪都拉斯军事往
来，但外界质疑依然存在。

考虑到洪都拉斯是连接北美
大陆和南美大陆唯一的陆地通道，
而中美洲三国关闭与洪都拉斯边
境仅48小时就至少造成4400万美
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任何企图
对洪都拉斯进行长期经济制裁的
行为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国际社
会迫切期望洪都拉斯能够尽快出
现一个新政府。11月29日，洪都拉
斯选出新总统。在巴西驻洪使馆
避难的被罢免总统塞拉亚表示，选
举是“一场舞弊”。数百万洪都拉
斯人在军事独裁下，根本就没有自
由选举的权利。联合国、美洲国家
组织，欧盟以及国际公认的观察机
构并没有派观察员监督选举，因此
这是一场没有合法性的选举。此
前，已有多数拉美国家表示将不承
认大选结果，因此，洪都拉斯政治
危机难以随着本次大选的结束而
结束。

洪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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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一天夜里，塞拉亚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几个蒙面人

带走，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被扔到哥斯达黎加。第二天，“洪

都拉斯总统穿着睡衣被扔到国外”的消息传遍全球。

这是一场军事政变，议会、司法机关和军队联手把总统拉下

马。随后，塞拉亚便开始了流亡生涯。3个月后，他溜回国，躲在巴西

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内，谋划着如何重新掌权，但梦想却照不进现实。

这次政变使洪都拉斯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冲突之

中，半年内，宵禁、示威、流血冲突在这个拉美国家不断上演。

在被驱逐的当天，塞拉亚和哥斯达黎加总统一块儿召开了
新闻发布会，回忆政变发生的一瞬间：当地时间6月28日凌晨6
时许，“大约有 8到 10个戴着绿色或橄榄色头盔的蒙面男子，他
们用枪指着我。他们是真正的游击队员，他们威胁我，告诉我如
果我不把手机交给他们，他们就要对我开枪。塞拉亚随后被押
上直升机紧急转移，押解他的士兵们并不告诉他要去哪里。飞
机中途在利马雅瓜停下加油，然后继续飞行，直到抵达哥斯达黎

加。随后，前议会议长米切莱蒂就任临时总统。

塞拉亚极力倡导的修宪公投是洪都拉斯这次军事政变的

导火索。批评者认为修宪是破坏民主之举，塞拉亚有意借此

谋求连任。根据规定，洪都拉斯将于今年11月29日举行大选。

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变的实质是左右翼力量的对
垒。因为被罢黜的总统塞拉亚和临时总统米凯莱蒂实际上隶属

于同一个政党——洪都拉斯执政党“自由党”。

洪都拉斯自由党是该国传统右翼政党，该党派代表的是大
工商业阶级的利益，而这些大工商业主绝大部分与美国保持着
极为密切的商贸往来。

总统与极度反美的查韦斯结盟，无疑让这些大企业主如坐针
毡。与此同时，与激进左翼力量的过分亲近也导致塞拉亚在其党
内、军界和议会多数亲美派人士心中权威尽失，最终导致军事政
变爆发，这也是拉美国家指责美国是政变幕后黑手的原因。

自洪都拉斯发生政变以来，国际社会一致声援塞拉亚，不仅
谴责临时政府，还不断有实际行动：美洲国家组织决定将洪都拉
斯从该组织除名，美国宣布暂停同洪都拉斯军事往来，世界银行

宣布冻结对洪都拉斯的贷款项目等。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洪临时政府等各方势力仍

坚持立场，认为驱逐并罢免塞拉亚合乎宪法。对于塞拉亚回

国复职的要求，洪临时政府予以断然拒绝。尽管如此，拥有国
际社会支持的塞拉亚依然信心十足地宣布，他将回到洪都拉斯
重新担任总统职务。但回国之路充满了坎坷。

7月5日，塞拉亚乘坐委内瑞拉提供的专机飞回洪都拉斯首都，
但在机场迎接他的是冷酷的狙击手，结果飞机无法降落，他不得不
流亡萨尔瓦多。

7月24日，塞拉亚短暂
“回国”后又退回到了尼加
拉瓜。这是他自从6月28
日遭到军方驱逐以来，第一
次踏上洪都拉斯的土地。

9 月 21 日，塞拉亚

突然返回洪都拉斯，栖身于巴

西驻洪都拉斯大使馆。

…… ……

实际上，国际社会支持的并不是塞拉
亚本人和他发起的全民公投，而是洪都拉斯

的宪政体制，反对的也不是洪都拉斯临时
政府的政治主张，而是他们破坏宪政的举动。

因此，各方都希望提前举行大选，结束动乱的局面。
11月29日，洪都拉斯举行总统大选，原反对党国民党
候选人波菲里奥·洛沃赢得选举，定于明年1月塞拉亚
任期结束后宣誓就职。

12 月 2 日，洪都拉斯议会投票决定不让被罢黜

总统塞拉亚复职。当天，临时政府宣布，允许他在中

美洲以外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洪都拉斯议会 17
日决定推迟到明年 1月讨论对卷入军事政变人员的

大赦，以及撤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

这一切，让塞拉亚复职的希望完全破灭。

晚报记者 范光华

洪都拉斯首都临时政府在阻挡抗议人群，一个老年妇女从中穿过。人民图片洪都拉斯首都临时政府在阻挡抗议人群，一个老年妇女从中穿过。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