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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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23日，尼泊尔七党签署23点协议，长达3个月的政治僵局宣告结束。2008年1月11日

临时政府宣布，将于2008年4月10日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尼泊尔和平进程重新启动，和平之路再现曙

光。 

    打破政治僵局为制宪会议选举创造了良好条件 

    2007年下半年，尼主要政党围绕共和与选举问题激烈斗争，尼和平进程几陷停顿。8月，尼共

（毛主义）向政府提出在制宪会议选举前由临时议会宣布共和与实行比例选举制、安抚内战死难者

等22点要求。9月18日，在协商未果，柯伊拉腊首相拒绝尼共（毛主义）提出的在制宪会议选举前由

临时议会宣布共和与实行比例选举制两项关键要求后，尼共（毛主义）退出临时政府。制宪会议选

举再度延期，尼和平进程陷入政治僵局，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2007年10月起，七党展开多轮磋商，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历经近3个月的协商，七党最终达成

23点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尽快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将制宪会议代表席位从原来的497个增加至

601个。其中，335席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240席通过直接选举产生，26席由首相任命。会议还同

意修改临时宪法，在临时宪法修正案中加入“民主共和制”的内容，并经制宪会议选举后的第一次

全体会议简单多数批准后正式实施。此次僵局得以打破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宪会议两次延期

后，各政党和临时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受到置疑，面对国内外劝和促谈压力很大。尼和谈暂时

停滞后，印政府特使梅农、美前总统卡特和欧洲三驾马车等先后赴尼进行斡旋，督促各党和政府早

日解决僵局，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尼国内民众和市民组织也纷纷呼吁各党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二是

包括尼共（毛主义）在内的各党不愿背负破坏和平进程的责任，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维护现

在政党合作格局。尽管尼政治陷入僵局，但各党之间的会谈并未停止。尼泊尔七党内部也举行了多

轮双边和多边会谈，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最终照顾各方关切，互有妥协，达成协议。政治僵局

打破后，2007年12月28日，尼通过临时宪法修正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尼为联邦民主共和国，

标志着尼跨入政治发展的新时代。12月31日，尼共（毛主义）重新加入政府。2008年1月11日尼临时

政府宣布，尼制宪会议选举将于2008年4月10日举行。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对尼和平继续推进表示欢

迎。美国发表声明向尼政府、政党和人民表示祝贺。美国还希望尼政府和尼共（毛主义）通力合

作，保证制宪会议选举顺利举行。 

    制宪会议选举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制宪会议将决定尼未来政治体制和政治走向，制宪会议选举将检验各党在民意中的分量，各党

都十分重视，目前均已开始全力备战。 

    大会党、尼共（联）和尼共（毛主义）等主要政党对如期举行制宪会议选举都持乐观态度。大

会党代主席苏希尔•柯伊拉腊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制宪会议选举成功。尼共（毛主义）主席普

拉昌达表示，尼共（毛主义）认为当前尼政治形势较好，完全相信制宪会议选举为解决国家的问题

提供了最民主的方式，应当如期举行。七党展现团结姿态，联合举行群众集会宣传制宪会议选举，

在人民群众中造势。2008年1月14—31日，七党在加德满都、比拉特纳加尔、白热瓦、丹尔加希、加

纳特普尔、尼泊尔干吉、比尔干吉等7个城市举行了7场联合集会。集会的主题是确保制宪会议选举

成功，使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各党主要政党领导人都参与集会并发表演讲，数万群众参

加，气氛良好。1月份以来，各主要政党还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制定选举策略和竞选宣言等。尼共



（毛主义）举行中央全会，将民族主义和共和国作为当前的主要纲领，决定动员全党力量投入制宪

会议选举，并将竞选口号定为“为民族主义和共和国而赢得制宪会议选举”、“为了人民自治的和

以人民为核心的尼泊尔而赢得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主义）主席普拉昌达等领导人亲自培训500

多名尼共（毛主义）高级干部，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的战略、选举政策、候选人提名等问题进行培

训。尼共（毛主义）还表示根据选举需要，可能与左翼党派和大会党进行协调。该党主要领导人都

将参加竞选。大会党于1月30日全面展开选举准备工作，积极开展群众集会活动，为选举造势，大会

党领导人德乌帕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吸引民众。2月，尼共（联）召开第17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

主要着眼于制宪会议选举，通过了总书记尼帕尔提交的政治报告和外事部卡纳尔提交的选举宣言草

案。选举宣言重申将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后废除君主制，并根据人民意愿建立联邦制的国家。  

    选举署也积极开展选举的相关部署活动，开始培训选举特派员，成立选举办公室，开展选民教

育工作。为顾及各群体关切，选举署还规定，各党提名的候选人应代表不同的团体，各团体所占比

例要保证马德西人占31.2%，贱民占13%，其他占30.2%，土著人占37.8%，落后地区占4%，妇女占

50%，各群体之间可有重合。为保证制宪会议选举公正举行，尼政府还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监督选举，

联合国驻尼特派团、欧盟制宪会议选举观察团和卡特中心等将应约对选举进行观察。登记参加选举

的有70多个政党，截至2008年2月20日，已有37个政党提交了比例选举制竞选人名单。 

    特莱问题、国王地位和军队合并已成制宪会议选举前后的关注点 

    目前，尼形势基本稳定，各主要政党正全力备战，制宪会议选举有望如期举行，但也存在一些

不确定因素。特莱问题、国王地位和军队合并等问题已成为尼社会近期主要关注焦点。 

    一、特莱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2007年初特莱地区发生骚乱，至今未平，成为影响尼和平进

程的一个焦点。特莱平原位于尼南部，约占尼国土总面积的17%，特莱地区是主要粮食生产基地和新

兴工业基地。特莱平原的居民习惯上被称为马德西人，约占尼一半人口。当前活跃在特莱地区的马

德西人民论坛等政治组织要求实行联邦制，给予特莱平原更多自治权，间或实行抗议和“关闭”向

政府施压。原定2007年11月举行的制宪会议推迟后，马德西活动愈加活跃，局势持续动荡。2008年2

月，特莱马德西民主党、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和亲善党（马哈托派）结盟，成立联合马德西民主阵

线，向政府提出6点要求，要求将成立具有自决权的马德西自治区写入宪法，保障所有边缘化团体在

各级政府中的代表性，大规模招募马德西人入伍等。阵线还举行抗议活动，集体向政府施压。柯伊

拉腊首相号召各方为建设一个民主的尼泊尔，应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007年8月，尼政府就曾与马德

西权力论坛达成一些协议。2008年2月11日，政府成立新谈判小组负责与马德西团体开展对话，希望

能达成协议，以保障制宪会议选举顺利进行。 

    二、尼政治体制的走向。制宪会议将制定新宪法，决定国王地位。2006年4月，七党联盟通过人

民运动上台执政后，废止国王亲政期间通过的各项法律，废除国王各项任命，国王的地位受到大幅

削弱。2007年12月28日，尼临时宪法修正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尼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当前，尼

大部分政党都主张建立共和，尼共（毛主义）和尼共（联）态度坚决，大会党也改变了该党建党60

余年来的君主立宪政策，将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家作为该党的目标。但国王在部分民众中仍有影响

力，尼国内也存在一部分保皇派人士拥护君主制。近期，贾南德拉国王几次接受采访，发表声明，

表示只有人民才能决定王室命运。民族民主党也召集22支亲王室的小党举行会议，决定结成联盟，

以保持君主制为共同目标，共同面对制宪会议选举。随着制宪会议选举的日益临近，各方就是否保

存君主制的斗争将会十分激烈。 

    三、尼军队和尼共（毛主义）军队合并问题。当前七党首要保证制宪会议选举，军队合并问题

暂时押后讨论。然而，各方就此问题并非没有分歧。近期，尼军参谋长卡特瓦尔多次表示，希望军

队保持“非政治化”，尼共（毛主义）所属军队不应并入国家军队，而应另谋出路。尼共（毛主

义）认为这违反和平协议精神，予以强烈反对。可以预计，这将成为未来有待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

题。 



   尼泊尔是个美丽的高山之国，然而历经10年战乱，民生凋敝。当前国际社会支持尼和平进程，各

政党也积极推进，给人民带来了实现尼持久和平的希望。目前，制宪会议选举在即，尼泊尔能否由

此结束动荡，实现稳定繁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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