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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人对民选总统所扮演的角色仍一知半解，他们的部分认知虽然符合官方的

立场，却在一定程度上受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期间的言论影响。  

  政策研究院在总统选举落幕后所展开的调查中，要求 2025 人对 11 道测试有关民

选总统角色的提问，表示是否赞同。结果，这些满 21 岁新加坡公民当中，只有 1％答

案是全对，答对至少六题的则占 42％，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差强人意。  

  调查问卷的 11 个提问中，只有五个符合官方立场。受调查者对这五个提问表示赞

同，就是“答对了”；他们赞同其他六道偏离官方立场的提问，则是提供了错的答案。  

  举个例子，79％的人觉得总统可拒绝让政府动用国家储备，这与官方的立场相符，

也就是这些人“答对了”。当调查人员进一步询问总统的这个职责是否左右他们投票的决

定时，94％认为总统应监管国家储备的人表示这是重要的。  

  另有八成的受调查者同意总统的其中一个职责是确保政府明智地管理经济。他们

当中，表示投票决定受这点影响的占 96％。这是左右受调查者决定的最重要因素。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指出，虽然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在选举中，多

次表示经济出现乌云，欧美经济局势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让人觉得他当选后会确保

政府好好管理经济，这其实不符合官方对总统角色的诠释，也就是八成的人“答错了”。  

  她也留意到，候选人之一陈如斯表示总统应确保政府履行在 5 月国会大选中所作

出的承诺，另一名候选人陈清木医生则说要促进种族和谐，以致分别有超过九成的人

误以为这两项都是总统的职责。  

  政策研究院从 9 月 20 日至 10 月 5 日委托调查公司通过电话进行调查，除民选总

统的角色，也希望了解选民觉得候选人应具备什么条件，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及他们

如何看待选举制度。  

  许林珠认为，调查结果显示，还得加大教育力度。她说：“如果没有接触到相关信

息，是不能够好好进行辩论的。要进行‘知情辩论’，须至少了解官方的诠释。” 

    她指出，知识越渊博的选民越敢批评，他们不断质问国家能否从选举制度和结果

中得到最多好处。  



  调查结果也加强收入越高、住屋条件越好者，越敢批评的看法。但许林珠强调，

由于缺乏更好的数据说明受调查者最终把票投给哪一名候选人，不能由此看出人们的

种种看法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  

  调查问卷其实包括受调查者最终把票投给哪一名候选人的问题，但少过一半的人

愿意作答。愿意作答者中，超过半数表示选择了总统陈庆炎博士，与陈庆炎 35.2％的

实际得票率有些距离。  

  调查也按照受调查者的职业，把他们归类为工薪阶层、中层及专业人士、经理、

执行人员与技师（PMET）。  

  诚信、公正与代表国家的能力是受调查者认为总统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值得一

提的是，询及候选人是否应独立于政党，只有 62％的人赞同或强烈赞同这个说法。工

薪阶层和教育程度不超过小学者尤其看重候选人是否独立于政党，许林珠认为这可能

是职位越高者越现实，早就接受候选人与政党关系密切的事实。  

  配合调查结果的发布，政策研究院昨天在豪晶大酒店举行论坛，本报总编辑吴新

迪、宪法专家陈有利博士以及政治观察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受

邀到场分享看法。  

  针对如何透过教育加强选民对民选总统机制的了解，陈庆文认为，总统可发布常

年报告，报告一年内所完成的工作，让新加坡人更了解总统的职责。  

  陈有利说，民选总统宪法极其复杂，要深入浅出地解释，或许可通过电视剧集让

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吴新迪则提醒，上一次举行民选总统选举是 18 年前，预计接下来举行总统选举的

可能性会更高。他说：“随着每届总统选举的举行，相关的知识将有所累积。” 

章、免付费电视和互联网是获取信息最重要媒介  

  报章、免付费电视和互联网是三个最多受调查者取得信息的传播媒介。87％的人

觉得报章是重要或很重要的信息来源、80％觉得免付费电视重要或很重要，67％觉得

互联网重要或很重要。  

21-29 岁和 30-39 岁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以及首次投票者把互

联网视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名列前五名的互联网信息渠道是：面簿、雅虎网站、谷歌

网站、亚洲新闻台网站和推特。  

 



    吴新迪：社交媒体成为不能忽视因素  

  《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在配合调查结果发布而举行的论坛上说，虽然他不认

为社交媒体在总统选举中是决定性因素，但它肯定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因素。  

  他说，不光四名总统候选人都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主流媒体网站也都纷纷设立了

面簿网页等。他留意到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都开了先例，应邀出席一家非主流媒体所举

行的论坛。或许下一届大选时，人民行动党的部分候选人也将出席由非主流媒体网站

所主办的活动。  

  不过，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意味着主流媒体的没落。吴新迪透露，在总统选举期间，

报章（包括华文报）的销路其实提高了，而且华文报的增幅百分比还比英文报高。他

认为，不少人在政策研究院的相关调查中对总统扮演的角色一知半解，意味着报章应

扮演更大的教育角色。  

  总统选举期间，早报和《海峡时报》以至少一个版面重点处理民选总统的“可为”与
“不可为”。吴新迪相信这就是报章等传统媒体所提供的增值服务，方便未必会浏览互联

网找相关信息的人。  

  调查也显示，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信息来源分别是群众大会（64％的人觉得它重

要或很重要）及与候选人碰面（62％的人觉得它重要或很重要）。  

  报章、免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群众大会在 5 月的国会大选中同样是选民四个最重

要的信息来源，当时排名第五的是基层人员。 

专研民选总统机制多年的陈有利博士重申，过去让不同种族“轮流”当总统的做法有其象

征意义。一个做法是设立上议院，但我国已通过集选区确保国会有少数种族的代表，

另外也设立了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官委议员则来自不同领域，种种现有的制度

削弱了设立上议院的必要。  

  陈庆文则认为，新加坡人不会希望民选总统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他说，更重要

的是让这个富有本地色彩的机制顺应人们的不同期望，作出调整，并且更加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