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民所获信息可能超载 学者：有机会冷静思考是个好做法  
 
蔡添成，游润恬  
联合早报, 2009 年 12 月 2 日 

选举制度改革反应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认为，随着选举法及管制新媒体的法令放宽之后，未来的

大选预料会有更多候选人参加竞选，竞争也会更加激烈，选民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将更多，因此让

他们在投票前一天不受竞选活动影响，有机会冷静思考是个好做法。 

  “由于更多反对党候选人有望进入国会，他们将会更加卖力去竞选，选民听了各方的言论，做

决定时也应更加谨慎。下次大选将出现更多不同的意见，选民所接到的信息可能会超载，能有一

天时间去冷静思考各种课题总是好的。” 

  关注政治课题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认为有个 “冷静日”，对多数选民不会

有太大的影响，但却对两类选民可能有帮助。一类是需要时间仔细思考并持观望态度的选民；另

一类是容易冲动的摇摆选民。 

  他说：“观望派可能认为不同政党都各有可取之处，希望在仔细研究双方的论点之后才去投

票。至于容易被煽动性言论影响而改变立场的摇摆选民，以往可能在听了最后一场群众大会之

后，隔天就带着兴奋的心情去投票。‘冷静日’对这两类选民都是有用的。” 

  他认为有了“冷静日”，对选民的好处是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会更加努力确保竞选信

息言之有物，而且经得起理智的分析，避免透过煽动选民的情绪去争取选票。 

  他指出，人民行动党及反对党在历届大选时，往往都会在竞选的最后一天勾勒出不支持它们

的最坏后果。比如反对党会说如果你不投我一票，明天就不会有足够的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新

加坡的民主就会灭亡；执政党则会说如果你不谨慎考虑应把选票投给谁，那么明天起政府的面貌

可能很不一样，新加坡就要开始走下坡了。 

  至于“冷静日”当天，互联网是否会静下来这个问题，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赞浩受访时表

示候选人和政党的正式网站可能会静下来，其他网站就未必了。 

  他说：“上届大选时，虽然禁止把竞选短片挂上网，但是一些网站还是这么做。政府当时也不

允许国人在竞选期间在互联网上做政治宣传文章，但还是有网民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