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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相信，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小的国家，人民透过自由选举

投选的结果，将促成一党制的政治体系。 

他昨天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常年旗舰论坛“新加坡透视论坛”上，针对“如果新加坡变

成两党或多党制，那该怎么办”的主题发言时说：“我相信一党制可能是我们这个小国取

得平衡的关键。这个政党可以是今日的人民行动党，但将来也可能是其他政党，只要这个

政党是特定时间点上最有本事的一个。” 

他分析，住在樟宜和裕廊的新加坡人，尽管对国家课题的关注和看法不尽相同，但不会像

住在阿拉斯加和纽约市，或雅加达和西巴布亚省（West Papua）的人民般南辕北辙。“

对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地理距离造成人民的生活方式、视野、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都不一

样，这也催生多党政治。” 

王乙康2011年首次参加大选，但无法代表行动党守住阿裕尼集选区，一夜间成了该集选区

的在野党员。随后，有地方组织邀请他当活动主宾，也有其他组织力邀当选的工人党议员

出席。 

一旦出现多党制 各个体系将出现分裂 

他笑说：“大部分组织邀请两党代表出席，我感觉宾客喜欢看到我们‘碰撞’。” 

他说，一旦出现多党制，各党各出奇招争取各界的支持，上述局面就会在全国出现。届时

，工会不再维持与行动党的“共生关系”，各个协会、宗乡会馆、艺术和体育团体，甚至

是休闲俱乐部等都可能分裂。 

王乙康认为，最受多党体制考验的是民事服务，因为这个应保持中立和服务任何一个政府

的公务员体系，或就会因每五年“改朝换代”而必须不断重新调整政策，大大影响公务员

士气。 

“50年后，如果出现多党制，各党的政见将出现什么不同？什么可造成党派之争？是关于

应给予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多少资助吗？……如果是针对可分裂新加坡的种族

、语言或宗教等邪恶力量，那该怎么办？众所周知，政治、种族和宗教是致命的组合。” 

另一名主讲人，悦榕控股执行主席何光平说，许多人认为让政党轮替是可持续的做法，但

他本身却觉得，最理想的做法是把行动党的内部竞争制度化，保持该党活力。 

对此，王乙康说，行动党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党内多元化，包容不同意见。“现

在可说是有多个行动党，有李显龙总理的行动党、副总理尚达曼的行动党、（义顺集选区

议员、关爱动物人士）黄国光的行动党、（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照顾特需人士权益）潘

丽萍的、（西海岸集选区、工运议员）郑德源的，或者（国会议长）哈莉玛的。每个人有

不同倾向，希望达到不同目标，行动党必须足够宽大来包容他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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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也出现一个小插曲，我国巡回大使许通美发问前大力夸奖何光平和王乙康，说前者睿

智，年纪更大时将是民选总统人选，也说后者是“值得信任和领先”的下任总理人选，引

起哄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