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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的政治环境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国会里预料也将会出现更多样和激烈的辩论，这对新

加坡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忘记大家要求同存异，出发点都是为了新加坡人民服务。 

总统陈庆炎博士昨晚在发表施政方针时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网络世界里，真相难以跟错误的信息区分开来,人们往往

滥用在网上匿名的好处，苛刻和放纵的声音通常把温和理性的声音掩盖”。 

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把新媒体变得有建设性，用它来跟“数码世代”（digital generation）进行

有意义、有成效的沟通。 

新媒体的潜力在今年 5 月大选和 8 月总统大选之前已经显现，在大选期间更是被视为影响民意

的利器，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候选人纷纷开设面簿(facebook)，和年轻选民拉近距离，陈总统

在竞选总统时，也邀请网站“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和博客 Mr Brown(李健敏）出席他的

记者会。 

对于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受访的国会新成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唐振辉（摩绵—加冷集选区）

认为，政府之前可能没有很好地估计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所以必须重新学习如何跟人民联系。 

非选区议员、工人党媒体小组组长严燕松说，我们其实不必对新媒体那么惧怕，“就如电视机

刚面世时，人们也很担心它的负作用，但慢慢就学会怎么善用它，媒体只是联系的一个渠道，

它本身并无好坏。” 

他也同意总统在施政方针中所说新媒体能让更多参与国家和社区的大小事，对新加坡来说是好

事。 

迪舒沙(Christopher De Souza，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也说，如果要发表不同意见，应该站

出来用真实的姓名。 

陈总统也在发言中说，我们的政治环境现在更多元、更开放，除了新一代和旧一代之间的分

野，也因为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温饱，他们有更高的期望，也发出更多的声音、代表更多的

利益群体。 

受访的学者认为总统注意到了新气象，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说，这可以从国会里

出现了不少反对党议员直接反映出来。但她说，即便是这样，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也说他不是

为了反对而反对。 

“公共政策不只是对错问题，而是要最符合当下的条件、在利弊之间的取舍，还有引导我们朝

长期目标前进。” 

陈恩赐说，可以看出大家对所有的议员期望都很高，“选民的眼睛会紧盯着他们，要求他们做

好功课、好好准备论点，选民会根据自己的信念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