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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5月 7日那场人心沸腾的全国大选，许多人都解读为新加坡人要求使政治空间更加

开放的呼唤。 

  不过，政策研究院在大选后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的结果，却显示与 2006年大选相比，在

我国独立前出生，比较年长的选民对于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其实更低了。而希望改变人民行动党

一党独大局面的选民，大多是在国家独立后出生，尤其是以介于 21岁至 29岁的选民居多。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昨天在研究院所主办的“选后论坛”上发表这项调查结

果时，指出与五年前相比，新加坡独立之前与之后出生的国人的政治立场更加不同。在独立后

出生的选民，有 36 ％主张政治应该更多元化，至于独立前出生的国人，只有 26％有这样的想

法。 

  这项调查是根据六大因素，把选民的政治倾向归类为多元化、保守或立场不确定。这些因

素包括国会里是否应有制衡的力量及呈现不同的观点；选举制度是否对所有政党都公平；以翻

新工程来争取选票是否公平；投选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是否重要；以及是否有必要改变现有的

选举制度。 

  调查结果也显示与 2006年的情况一样，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家庭收入更高及房子更大

的选民，比较倾向于要求政治多元化，并希望政治体制出现更多变革。 

  许林珠博士在分析调查报告时说：“选民对政治多元化的诉求，同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仍

然紧密挂钩。那今后支持政治多元化的声音是否会持续增加，或是会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就平

稳下来呢？” 

  政策研究院是在大选隔天至 5月 20日，向 1万 9000 名选民展开民意调查，其中约 2084

人答应接受调查。他们的性别、种族、年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的比例，都与全国人口的

比例近似。调查是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问卷内容与 2006 年大选后进行的调查一致，以便让

调查小组能对比选民过去五年政治立场的转变。 

  在这次大选中，行动党的得票率下滑至 60.1％。这也是它自新加坡独立以来的最低得票

率。政策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在选民心目中，行动党的公信力在过去五年有所下跌。在

2006 年大选时，有 87％选民认为行动党可信，但今年的比率则下跌至 73％。 

  不过，行动党并非形象在选民心目中受挫的唯一政党。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的公信力

也下跌，唯一赢得选民更高信任的是新加坡民主党。在上次大选，仅有 19％选民认为民主党

值得信赖，这次则上升至 24％。 

  新上任的政策研究院院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昨天对大选结果进行分析时

说，行动党的支持率受动摇的选区，主要是私人住宅比例较高的选区，如蒙巴登区和如切区

等，而以组屋居民居多的选区对行动党的支持仍保持坚挺。他认为行动党这次得票率下跌

6 ％，主要是因为中高阶层国人对行动党政府的不满，这些“夹心层” 国人面对生活费上涨

的压力，但收入却没相应提高。 



  昨天的“选后论坛”也邀请学者分享他们对选后政治生态的发展发表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蔡明发教授认为新加坡虽是个民主化社会，但由于之前的国家

领导人过于强势，因此仍然“笼罩在专制的氛围中”，但他相信随着前内阁资政李光耀退出内

阁，我国社会的民主氛围将能走向正常化。 

  国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则以日本自民党失去政权的经验说明，在任何一个

国家一党独大现象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他指出，自民党落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三分之一的议员安排自己的亲人或亲信接

替他们，以致一些优秀的人才不愿加入自民党。因此，他提醒行动党不应步上自民党的后尘，

否则流失的人才将转而投向反对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