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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前，新加坡总统由国会委任，扮演的是国家元首的象征性角色。此外，国会也确

保总统一职，由来自主要社群的人士轮流担任。在代表国家扮演礼仪和外交角色之余，

总统可以说是所属社群的代表。 

1991 年，总统被赋予被动的行政权力，在动用历届政府所积累的储备金、公共部门要职

的提名、对贪污的调查、根据《内部安全法》发出的拘禁令，及根据《维持宗教和谐法》

发出的限制令这几方面具有否决权。 

这些到今天仍然有效的监管权，意味着总统必须获得选民的政治委托。竞选总统的候选

人必须先符合既定条件，他们的工作经验必须显示，在有必要时他们有能力做出判断。

候选人的能力、是否适合代表新加坡及选民的认同，在目前是比种族更重要的考量。 

数月前，总理李显龙宣布委任一个宪法委员会，探讨如何让种族重新成为民选总统制度

的主要考量之一。 

从向委员会和在陈述会上所提出的建议来看，好些团体和个人对此有强烈的看法。一些

人建议由两人或三人一组（包括一名少数种族候选人）的团队竞逐总统选举，胜利者可

以各担任总统一段时期。一名学者也建议让不同种族的选民使用不同颜色的选票，在决

定胜利者时考虑候选人囊括的少数种族票。 

我们的同事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建议，考虑在某个少数族群长时

间不获选为总统，而在来届总统选举有合格人选时，规定此次总统只能由该族群代表担

任。 

问题是，在促进新加坡趋向由总统所象征的多元种族理想时，这些建议会是助力还是障

碍？我们认为是后者。 

对于角色重大和独一无二的总统来说，即使是像马修所建议的只是一种“应急方案”，

以种族作为成为候选人的条件，也是一种分化国人的做法。这似乎意味着某族群的人选，

只能在保留给他们的选举中胜出。这个目的是赋权给这个族群的过程，可能在全国带来

正好相反的效果。 

这可能强化一些族群需要政府助他们一臂之力的偏见。但新制度实行以来，我们只举行

了两次总统选举，这样的观念是否属实还是未知数。没有任何数据显示，任何族群，包

括马来族群，没有能力提名合适的总统候选人。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PS）在 2011 年总统选举后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2000 名受访公民中的 85%，对少数种族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下当选总统表示有信心。和主

要族群相比，“其他族群”对此的认同最低，但也有 75%认为这是可能的。 



要采取应急方案，就必须限制总统候选人的人数，一些有才干的人选因此不能参选。原

因不是他们不能成为好总统，而是来届的大选是为其他族群而设的。 

才能和种族不必是对立的，但根据上述建议，我们却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并因此引起对

于这个做法的长期争议。 

让其他一名或多名团队成员，以副总统或总统理事会成员身份共同行使监督权，也会带

来其他问题。这似乎表示，新加坡人可以，也应该继续沿种族界限投选领导人。总统原

来就不多的角色，将因为队员间和总统顾问理事会里权力的分享，而变得更加复杂。波

斯尼亚的总统制和上述建议有可比性。它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体制之一，目的是确保国家

在经历了近 20 年的族群冲突后，选出来的总统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的情况还不至于

需要这样极端和复杂的方案。 

让队员各担任总统两年或四年也不是好办法。新加坡人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必须记得谁是

现任总统，替换更频繁的新总统也必须重新建立文化和外交关系。还有，谁应该先担任

总统，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候选人？ 

让种族成为条件之一，也可能给总统职位添加族群色彩。如果总统是在保留给少数族群

的选举中产生，他将面对什么期望？他是否必须特别关注自身的族群，因为未来的总统

将不会这样做？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个别族群培养有才干的人才，通过他们的表现、对社会的贡献和族群

的敏感度，取得全国人民的尊重。他们必须让这些表现更优异的人知道，他们不会被视

为自我吹捧或渴望权力。事实上，他们竞选总统为人民服务，将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过于谨慎可以是有害的，过于急切也是如此。实现多元种族理想的路程像是永无尽头，

在今天这个充满派别冲突的世界，更需要无比的信心。我们不应该助长分裂。 

集选区制度确保我们的国会有少数民族议员。但对于总统一职，我们应该对可能把我们

引向危险道路的路障或诱人的捷径保持警惕。我们应该赶往目的地，但我们选择的途径，

却将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能够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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