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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突发军事政变，政治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主权部 

主要观点 

 在历史遗留问题、种族矛盾对立和军方干政三重大山的压力下，以昂山素季领导的缅

甸民主进程发展缓慢，为当下缅甸的政局动荡埋下伏笔。 

 本次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军方质疑去年 11 月的大选结果，究其根本是军方的权力范

围的不断收缩，遂先声夺人采取接管国家权力的举措。 

 本次突发事件可能会令缅甸的政治环境陷入困境，一方面国内政治将进入动荡期；另

一方面，国际大国可能因此介入缅甸内政，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缅甸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严重依赖国际救助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新冠疫情、军

事政变以及外部资金流入减缓的多重因素下，缅甸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滑风险，对

政府债务偿付也产生负面影响。 

正文内容 

2 月 1 日凌晨，缅甸军方在首都内比都实施突击行动，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

温敏以及其他一些民盟高级官员。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宣布接管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

大部门权力，由副总统吴敏瑞担任缅甸代总统，军方将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目前已

经出现全国通信系统大范围中断、国内国际航班全部暂停、部分地区出现民众抢购生活必

需品的情况。西方媒体多把此次事件定义为“政变”，但缅甸军方坚称本次行动是根据宪

法行事，意在对去年 11 月的“选举舞弊”做出回应。该突发事件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目前

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均发表谴责声明，并可能对缅甸实施新的制裁。在此背景下，我

们深入分析本次缅甸政局动荡的原因以及该事件对缅甸国内外政局以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 

在历史遗留问题、种族矛盾对立和军方干政三重大山的压力下，以昂山素

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进程发展缓慢，为当下缅甸的政局动荡埋下伏笔 

自 1824 年起，缅甸经历了英国和日本的轮流殖民统治，在长达逾百年的时间里处于战

争之中，使得缅甸国内经济积贫积弱以及民族之间矛盾重重，这也为当下的政局动荡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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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笔。具体来看，英国殖民时期对缅甸采取分而治之的差异化管理，加剧了不同民族之间

的隔阂以及矛盾；1942 年日本占领缅甸，日本政府采取扶植部分军阀做大做强的方法，导

致缅甸国内军阀林立且分裂加剧。在此历史背景下，虽然缅甸在二战后（1948 年）获得独

立，但国内依旧存在种族对立、军阀割据以及政治流派盘根错节等问题，因此独立后的缅

甸又陷入长达 14 年的内战之中。直到 1962 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成立军事统治政府并宣

布缅甸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缅甸才结束多年内战。但在军人执政期间，政府对外闭关锁国、

对内则加强管控，造成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以及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纷纷揭竿而起，

国内民众对军人执政产生严重不满。1988 年，奈温身边的高级军官苏貌等人接管了政权，

苏貌上台后表示要还政于民、解除党禁、实行多党民主，结果国内出现了大大小小 233 个

政党，其中昂山素季、丁吴等人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影响力逐步增大。

1990 年缅甸进行首次大选，选举结果出乎军方意料，受政府限制和打压的民盟在大选的 485

个席位中获得了 396 席，而军方只获得了 10 个席位，反映出缅甸民众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反对军人专政和贪腐的心情。军方为阻止民盟登上政治舞台而软禁了昂山素季，直到 2015

年缅甸再次进行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斩获了联邦议会的半数以上议席，昂山素季当

选国务资政，开启缅甸的民主新时代。整体看，历史遗留问题是本次突发事件的根源，缅

甸长期的殖民历史造成缅甸国内经济积贫积弱、民族矛盾对立以及军方干政等问题。虽然

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军人长期执政阻碍了缅甸的民主化道路，

导致缅甸民主进程发展缓慢，为当下的政局动荡埋下伏笔。 

本次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军方质疑去年 11 月的大选结果，究其根本是军

方的权力范围的不断收缩，遂先声夺人采取接管国家权力的举措 

导致本次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是 2020 年 11 月的缅甸议会选举，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结果是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但军方及支持军方的巩发党多次表示选举

存在舞弊现象，称选民数量不准、选票也存在问题，并要求推迟新议会召开时间，要求就

大选舞弊情况进行调查。在过去 2 个月，军方和巩发当频频鼓励支持者进行抗议示威，而

民盟与军方的谈判也屡屡破裂。最终在 2 月 1 日，军方以此次选举与民主不符，联邦选举

委员会没有认真处理选举中的错误为由，而接管政权并实施全国紧急状态。 

本次军方采取军事举措主要是出于自身实力下滑的考量，军人在缅甸政治发展过程中

曾经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三次直接或间接主导政府的时间总和超过半个世纪。然而，

最近几年，伴随着缅甸政治转型进程的持续推进，军人及巩发党的政治地位却在持续衰落。

尤其是在 2015 年和 2020 年两次大选中，民盟均获得联邦议会半数以上席位，而军方支持

的巩发党在两次大选中获得的议席很少，整个军人阵营的议员总数仅占联邦议会总席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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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过去五年，民盟政府很容易推动议会通过其推出的议案，然而军方阵营提出的

议案却很难在议会获得通过。因此，军人丧失执政地位和大量的政治、经济利益，尤其是

本次军方呼吁选举委员会调查选举舞弊基本无果，遂先声夺人采取接管国家权力的举措。

整体看，军方的权力范围的不断收缩，最终引发了本次突发事件。 

本次突发事件可能会令缅甸的政治环境陷入困境，一方面国内政治将进入

动荡期；另一方面，国际大国可能因此介入缅甸内政，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从国内政治看，这次政变将开启缅甸国内政治的动荡期。军方本身就控制着国防部和

内政部，现已全面接管国家权力与通信和网络系统，短期内将控制缅甸政权。但军方此举

将面临全面阻碍：一是由于民间对民盟的支持率非常高，加上昂山素季公开号召发动抗议，

2 月 1 日午间，缅甸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发表声明，呼吁缅甸人民拒绝接受军人接管国家

权力，未来可能发生游行示威和广泛的社会动荡。二是军方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间的矛盾

可能再度激化，2017 年若开邦冲突带来的影响至今犹存，政府军与若开邦军队的交火导致

数百万若开邦居民沦为难民，四散流落至印度、孟加拉等国，难民的大量涌入不仅对缅甸

及周边国家政治稳定性存在一定威胁，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国际安全问题。三是尽管军方表

示会尽快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发展缅甸经济，但由于缅甸疫情较为严重，目前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约 14 万例，每天新增数百个确诊病例，缅甸医疗卫生条件差且政府抗疫资金不足。对

缅甸军方而言，未来如何尽快控制疫情，让缅甸经济社会运转尽快恢复正常，是迫切而严

峻的难题。 

从国际关系来看，缅甸民主化进程一直受到美欧的坚定支持。缅甸军方此次行动持续

遭到国际社会谴责施压，美国等西方政府和舆论已经公开批评和施压缅甸军方，威胁要采

取更多的施压和制裁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谴责缅甸军方扣押包括昂山

素季在内的缅甸领导人；法国政府呼吁缅甸军方领导人尊重去年 11 月的选举结果，因此缅

甸军方未来一年将面临较大的西方压力。鉴于历史已证明军政府无法带领缅甸发展经济，

预计在紧急状态生效的未来一年中，军方可能采取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多种方式限制民盟

在议会中的权力，但不排除美国等西方大国采取政治或经济干预举措，可能会导致缅甸地

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缅甸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严重依赖国际救助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新

冠疫情、军事政变以及外部资金流入减缓的多重因素下，缅甸可能面临较大的

经济下滑风险，对政府债务偿付也产生负面影响 

在新冠疫情、军事政变以及外部资金流入减缓的多重因素下，缅甸可能面临较大的经



第 04 页  缅甸突发军事政变，政治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济下滑风险。首先，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具体来看，一是缅甸 2019 年经济总量仅为 686.4

亿美元，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很弱。二是缅甸经济结构相

对落后，近年来才开始在各国际机构及周边邻国的资金扶持下发展工业；纺织业、食品加

工业、初级制造业是目前主要的发展方向；由于科技落后、资金不足，缅甸农业发展相对

缓慢，服务业开发程度较低，产业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弱；由于缅甸基础设施尚未实现全面

落地，至今仍有超过 50%的缅甸家庭未接入国家电网，预计至少到 2030 年才能实现电力全

覆盖。三是由于缅甸目前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只限于正规部门就业人员，而超过 90%的就业

人口集中在非正规部门，社会保障缺口极大；2019 年缅甸人均 GDP 仅为 1,299.2 美元，而

且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25%，居民生活较为贫困，整体经济发达程度

很低；食品价格变动、极端天气、重大疾病等是影响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因素，2020 年新

冠疫情或将加重缅甸贫困人口比例。尤其是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缅甸新冠确诊人数已

经超过 14 万例，在东南亚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新冠疫情对缅甸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预计

2020 年缅甸实际 GDP 增速将回落至 1%左右，较上年大幅下滑 5.5 个百分点。 

图 1  2010-2021 年缅甸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情况 

 
注：2020 年和 2021 年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其次，缅甸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及多国境外投资项目，2018/19 财

年，缅甸政府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FDI）45 亿美元，2019/2020 财年，缅甸吸引超 250 家

外国企业并获得 53 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获得来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等相关金融机构共计 12.5 亿美元的金融支持，各类投资项目在助力缅甸境内产业高速发展

的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改善缅甸境内居民生活水平。但本次突发事件可

能会对缅甸的国际资金援助以及 FDI 产生一定影响，目前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均发表

谴责声明，并可能对缅甸实施新的制裁，对缅甸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短期冲击。就中缅合

作项目而言，中缅两国正在共建“一带一路”与中缅经济走廊，在中缅油气管道、中缅电

力基础设施、仰光外海引航站等项目上取得丰硕合作成果。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与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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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缅甸国民经济对中国具有较强依赖，本次突发事件可能会对中缅之间的合作产生

短期冲击，长期随着政局企稳有望逐步恢复正常运转。 

图 2  2016-2020 年缅甸 FDI 流入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联合资信整理 

最后，本次事件可能对缅甸政府债务的偿付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缅甸经济基础薄弱、

政府创收能力较差以及为防护疫情而加大政府财政支出，预计 2020 年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

6.9 万亿缅元，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比重上升至 6.0%左右，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

相应，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增长至 48.3万亿缅元，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上升至 42.4%；

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偿付能力大幅回落约 7 个百分点至 35.5%，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

覆盖程度持续 6 年恶化。值得注意的是，为缓解新冠疫情暴发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缅甸联

邦政府不仅出台了价值 1,000 亿缅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还申请了来自世行、亚行等多个国

际机构的优惠贷款，同时还延迟或减免了部分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导致政府债务负担激增，

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保障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中长期财政状况严重承压。军方控制政局

后可能存在撕毁协议或者延期债务偿付等可能，对缅甸的主权债务偿付意愿造成一定影响。 

图 3  2010-2021 年缅甸政府财政状况 

 
注：2020 年和 2021 年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