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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加坡大选按计划本应于

4月之前举行，因新冠疫情而推迟至

7月10日投票。最终，人民行动党

以61.24%的得票率蝉联执政。这是

该党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获得

的最低得票率之一，仅比2011年的

60.14%高约一个百分点，比2015年

的69.86%低了近八个百分点。主要

反对党工人党在印度裔党魁毕丹星

的率领下，不仅保住了阿裕尼集选

区和后港区的六个议席，还在盛港

集选区打败了由总理署长黄志明率

领的四人竞选团队。在31个选区共

93个国会席位中，人民行动党获得

83个，工人党获十席。

选民的多元化诉求

    

大选举行时，新加坡疫情仍

未结束，但投票率居高不下。据

新加坡选举局统计，7月10日共有

253.56万选民出来投票，投票率高

化。李显扬在本次大选前加入前进

党，公开批评李显龙领导的政党偏

离了“人民的方向”，对人民行动

党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此次大选

中，被新加坡舆论广泛认为是李显龙

接班人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人民

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王瑞杰经受

了考验，但其带领的东海岸竞选团

队只取得了53.41%的得票率，可谓

险胜，能否被大多数新加坡选民接

受为新总理，仍有待后续观察。

在上届2015年国会选举中，李

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69.86%的

得票率赢得选举，获得国会89个议

席中的83席，几乎囊括，而反对党

只有六席，无力对政府的任何决定

形成实质掣肘。李显龙在大选后公

开承认，很大一部分新加坡人、特

别是年轻人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

的声音，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新冠疫情暴发后，人民行动党

的抗疫工作组织得不错，有效控制

达95.63%。为此，选举局把投票截

止时间推迟至晚十点。结果公布后，

总理李显龙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民行

动党成绩不如预期，会虚心接受人民

给予的委托。李显龙还致电工人党

党魁毕丹星，祝贺他正式成为国会

的“反对党领袖”（此系新加坡领

导人首次明确使用这一称谓）。

人民行动党此次流失大量选

票，反映了“李氏政治”渐失号召

力。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李光耀创

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从笔者

在新接触到的选民看，不少人对此

已感厌倦，李家第三代接班已无任

何可能。2015年李光耀去世后，他

的子女们因其故居拆留问题发生家

庭争端，女儿李玮玲、次子李显扬

在联合声明中将李显龙之子李鸿毅

扯进风波中，声称李显龙夫妇有意

为儿子从政铺路，李鸿毅随后公开

表态对政治“不感兴趣”。至此，

李显龙、李显扬兄弟二人矛盾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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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0日，新

加坡举行大选，民

众在投票站投票。

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何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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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大选后面临的考验
7月11日，新加坡第13届国会选举落下帷幕，人民行动党蝉联执政，

但得票率有所下降，反对党创史上最好成绩。本次选举对人民行动党而言

是一场挑战，其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新老交替及未来新加坡政局产生重要

影响，本刊特邀两位学者撰文作出介绍。	 ——编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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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区感染和传播，但并不能令所

有选民满意，特别是4月以后疫情在

外来劳工宿舍暴发，令一些新加坡

居民不满。至今，新加坡累计感染

人数已超四万例，在东南亚国家中

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大选前，人民行动党推出了数

千亿新元的疫后重建计划，给选民

派发“定心丸”，效果并不理想。

以往新加坡选民对人民行动党信任

度很高，出现危机时愿全力支持政

府，但现在，选民认为新加坡更需

要一些争鸣之声，也希望执政党

避免因“近亲繁殖”出现“集体迷

思”。近来，新加坡主流媒体上出

现一种思维，认为只有支持政治对

手施以严苛的监督和认真的制衡，

才能有效矫正政府的决策失误，完

善治理弊端。

官僚作风引发不满

在新加坡超市或者餐馆内经

常能看到六、七十岁的老者担任收

银员或服务员。这是因为新加坡政

府没有针对老年人的退休金制度保

障，很多老人要一直工作才能维持

足够收入。新加坡虽然做到了居者

有其屋，但食阁内更多的是较低收

入平民，这和政府内人民行动党各

部长的高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

常被媒体质疑“高薪养廉”是否仍

然正确。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

世界上名列前茅，总理可以拿到200

万新元（约合1000万元人民币）的

年薪，内阁部长每年也可以拿到几

百万人民币的薪资。随着新加坡逐

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各族群家庭收

入差距也在不断显现，收入不平等

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受疫情影响，新加坡经济大幅

滑坡，许多人暂时失去工作，生活水

平下降。由于新加坡食品和农产品

主要依赖进口，疫情中很多国家禁

止出口大米，使得新国内食品供应也

一度出现问题。疫情让新国内外经济

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很多年轻人迷

茫和担忧心理加重，这一次也利用

手中的选票向执政党发出了信号。

此外，人民行动党在候选人筛

选和选举策略上存在失误。该党推

出的候选人越来越平民化。6月24

日，新人林绍权作为准候选人正式

亮相，立即引来其国民服役期间的

战友、造船厂前同事、新加坡理工

学院同学甚至是邻居的异口同声的

炮轰，随后不得不自动退选。反对

党推出的候选人则越来越精英化，

候选人林志蔚的一场网络辩论就吸

引了近四万名粉丝，盛港选区的四

名候选人都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

不仅懂经济、懂政治，还懂历史和

哲学。在此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不

仅没有吸引到更多的经济界精英加

盟，也没能主动过滤掉不合格的候

选人，令支持者失望。

这次大选还发生了一种罕见

的现象：几位人民行动党部长转移

选举阵地。王瑞杰离开耕耘多年的

淡滨尼集选区，转战前两三届选情

危急的东海岸集选区迎战工人党，

此举可视为对王瑞杰的一大政治考

验，却只以微弱多数胜出，所幸没

有失手，否则人民行动党的交班进

程将遭遇重大挫败。

总之，本次大选虽然因投票时

间顺延一度引发反对党的指责，但

总体平稳有序，少了些民粹主义和

娱乐化的成分。人民行动党虽然保

住了执政党地位，但在国内受到反

对党越来越大的挑战，两党制的雏

形开始在新加坡显现。未来新加坡

会否形成两党轮流执政局面，要看

李显龙时代结束后反对党工人党团

结其他小党的能力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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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杰，未来的新加坡领导人

本次新加坡大选被视为“世

代交替”的选举，对人民行动党能

否顺利实现领导层交接班也有影

响。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一

直由人民行动党单独掌权。2015年

大选之后，考虑到李显龙执政团队

的年龄和健康因素（李本人今年已

68岁，曾两次罹患癌症），该党组

建第四代领导人梯队的工作提上日

程。照目前安排，第四代领导梯队

将由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

领衔。

从学霸到政治精英

王瑞杰出生于1961年，家境并

不富裕，靠一路苦读成为学霸，后

考入新加坡名校莱佛士书院。20世

纪80年代，他拿到第一批新加坡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