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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届大选凸显新加坡选民投票倾向越来越难以捉摸，好些选 民也并不支持特定政党。政治观

察家与学者认为，不管是本届大选执 政的人民行动党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或是上届大选中反对党

工人党夺 下一个集选区的成绩，都应被视为一次性的“特殊情况”。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昨天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政策研究所的“选后论坛”上，

分析行动党在今年 9 月大选中取得胜 利蝉联执政的原因。他认为，从 2011 年大选行动党失去一

个集选区之 后，该党就非常努力赢取民心，让人看到它改变的决心，再加上反对 党对民意的误

判，没有继上届大选后乘胜追击，到了大选期间又野心 过大，导致中间选民最后将选票投给了属

于“安全牌”的行动党。 

他说：“这显示反对党未来不能只利用选民对行动党的不满，依 靠纯粹为反对行动党而支持他们

的选民。反对党要说服人民，就要证 明他们有能力……他们必须意识到，选民即使希望政治环境

能更多元 ，也不会轻易把票投给任何一个反对党。” 

他认为，这次的大选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加上区域局势的不稳定 ，让之前投反对党的部分选民改

为支持行动党，但这与 2011 年大选一 样，属“特殊情况”（sui generis），难以复制。 选民

未必忠于同一政党 

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则从行为科学的 角度，分析选民心理。他指出，

2015 年的大选结果，将导致各政党变 得更谨慎与务实，选举结果也显示新加坡选民不一定忠于

某个政党， 而是将选票投给他们“认为和觉得是对的政党”。 

他指出，反对党因此必须意识到，他们需要尝试了解一般民众关 心什么，在乎什么，从而赢取他

们的信任。 

“执政党就是因为理解了这点，2011 年大选后才能成功扭转民意 ，弥补过去一些政策对它造成

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