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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是大选提名日，长达九天的竞选活动随即展开。各政党过去几天除了忙着介绍准候选

人，也通过社交媒体同选民交流互动。这届大选没有竞选集会，却开辟了线上竞选的渠道。

2019 冠状病毒疫情下举行大选，网络扮演了什么角色，记者带您了解。 

通过直播介绍区内小贩中心等，这是麦波申区原议员陈佩玲最近比较活跃的活动之一。过去两

个月因冠病疫情无法同居民近距离接触，她转向视讯会议等方式继续访民情。而网络是把双刃

剑，她 2011年刚踏入政坛时，也曾遭受网民批评攻击。 

陈佩玲说：“要怎样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环境里面继续前进，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那

个时候。如果你清楚你为什么要出来服务，你为什么要出来从政，那这个就是你的动力。” 

有意到波东巴西单选区插旗的新加坡人民党主席乔立盟则已为线上竞选活动做好准备。除了设

立网站，他也计划在竞选期间举行四、五场线上直播。团队也会在每场直播后就肢体语言，位

置等方面探讨如何改进。 

乔立盟表示：“你会有更多能力同人们直接沟通，这就是社交媒体还有线上空间的魔力。它没

有界限，也让你想更广泛的群众伸出触角。但它最终是否会转化为选票，还是要等到投票日当

天才知道。” 

受冠病疫情影响，今年的大选将不会看到像在体育场等户外场所的竞选集会。因此网络和社交

媒体平台成为了各政党亲近选民的渠道之一。在对抗疫情中科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是帮助

人们居家办公等。而在选战中科技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2015年的调查发现，网络资讯和视频对上届大选影响不大，但今年冠病疫

情加速数码化，或许会影响选情。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传播与公共事务副处长梁凯欣说：“有些人是对那个科技比较不熟悉，不过

在今年他们就被迫地对社交媒体，对网上的一些东西要比较了解，不然他们没有办法地处理他

们的工作。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可能会左右选情。” 

有学者坦言今年没有竞选集会，也使到选情更难预测。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与公共行政学者瓦利德助理教授认为：“他们想要有更多反对

党议员，但也要行动党执政。因此产生了恐惧，看到竞选集会的大批人潮后，选择把票投给人

民行动党。这回有可能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因为无法判断其他选民的意愿，因此选民可能会更

敢于把票投给反对党。” 

学者认为线上竞选活动对于在网上已立足一段时间的政党有利。而这样的平台也会促使政党以

更有创意的方式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