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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菡（非本名）在1999年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在三年前申请入籍。今年正好是新加坡大选年，31

岁的她将在5月7日投下自己人生中第一张选票。 

对于这个刚刚获得的公民权利，她感到“好奇又兴奋”。她说：“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别人投票，

现在有机会参与，还是相当期待的。” 

虽然从事医疗工作的她表示自己对政治兴趣不大，“也没搞清楚大选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说到新

加坡大选，她还是相当有看法，尤其是热门的外来人口课题。 

 

我觉得外来人口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生育率下降，需要外来人口来推动经济。不过可能是

新加坡政府在与人民的沟通上做得不够，所以人民会有意见。” 

观察了人民行动党以及反对党（在野党）的竞选活动和所各方提出的方案，若菡认为各政党的出

发点都是好的，不过自己所要的是平稳，所以她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其实到哪里生活，人民总会有感到不满的地方。但我觉得新加坡政府总体上做得不错，也正是因

为喜欢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和这里的居住环境，我才会选择成为公民。” 

来自香港的吴先生和太太则相对冷淡得多，对于大选也不愿意多谈。 

这对夫妇是在20年前1989年天安门发生后，举家移民到新加坡，之后成为公民。 

“我们从没注意大选新闻。”他们表示连自己属于什么选区也不清楚，过去也从没去投票。 

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投票资格。但他们并不是很介意，因为“新加坡政府做得不错，我们生活得也

很好，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民众积怨 

与相当一部分不满政府的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相比，许多新移民更倾向于支持执政党，与前者形成

了对比。 



根据新加坡报章《联合早报》的报道，在上个月大选提名日当天，其中一个提名站来了一群支持

行动党的新移民。 

据该报章描述：这些新移民虽然没有穿着象征行动党的白色衣装，但他们的支持程度不输于在场

的行动党支持者。他们在提名站的广场，连声高喊“PAP（人民行动党）必胜”的口号。 

对此，政治观察家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助理所长张俪霖指出，外国人之所以选择到新

加坡定居，就表示他们认同政府的政策，所以他们会偏向于支持执政党。 

她举例说：“对本土新加坡人来说，甚至是在新加坡生活5年以上的外国人就会看到这段时间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感受会比较强烈，也就会感叹现在的新加坡已经不再是自己所认识的新加坡了。” 

在新加坡生活了12年的若菡也感到这里在短时间内出现很多外来人口：“以前刚来的时候，不会见

到那么多外国人，现在到处都碰到，特别是来自南亚的劳工特别多，他们晚上放工后会一大群人

聚集在草地上，我有时候走在路上会觉得不太安全。” 

若菡也发现她的新加坡朋友明显流露出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而她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

只身一人来到这里，而我的朋友同事都在这里成长，生活时间比我更久，他们家庭也在这里，受

到政策的影响更大，感受也比我深，因此对任何的变动会感觉更加激动。” 

新移民影响不大 

对于新移民在大选所起的影响，张俪霖表示，有投票权利的新移民人数不算多，而且由于政府的

公共住屋配额制政策防治外来人口群居，因此他们“是分散的，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所以他

们对选举的影响不大。” 

据官方数据显示，土地面积约700平方公里（香港是11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目前人口达510

万，其中有3成是外国公民，公民则有近300万人，而今年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则是235万。 

另据新加坡内政部公布的数字，在2006年至2010年，有约9万人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不过当局

并未透露当中多少人已到投票年龄。 

人民行动党在这届大选中遇到了激烈的挑战，总理李显龙更在大选前夕向人民道歉，希望抚平民

众的不满情绪。 

上一届国会中任外交部长的杨荣文也在竞选群众大会上承认：“民众心中有积怨，而且有些可能很

深，不满的事项有好多方面，情绪也累积了一段时间。” 

因此，他提出行动党必须转型，并且承诺如果当选进入国会，将会倾听人民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