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总理：集选区规模不会扩大 

李显龙总理指出，与人民按社会阶级投票给特定政党的国家不同，新加坡相对

单一的社会构成意味每一个议席都是个“中间议席”（swing seats），不一

定由特定政党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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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奉行得票多者当选的制度（first-past-the post system），所以特定政

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与该政党所获得的得票率不成正比。与一些国家部分地区是特定政

党的铁票区不同，没有一个新加坡政党能确定可取下任何一个议席。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对话会上指出，与人民

按社会阶级投票给特定政党的国家不同，新加坡相对单一的社会构成意味每一个议席

都是个“中间议席”（swing seats），不一定由特定政党攻下。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不像德国等国家般，会为了保送有出任部长潜能者进入国会

而实行部分比例代表制的两者“混合式”制度。 

总理说：“如果选票有所摆动，那就是个全国性的摆动，今天它可以向一边倾斜，

明天则往另一边挪移。”  

有与会者指出，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意味着新加坡实际只有 25 个议席，因此政治

制度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总理不认为废除集选区就可解决“中间议席”

的本质问题。他说：“集选区意味着你把危机都捆绑在一起，而你也必须投票给整个

团队。”  

总理说，在上一届大选中，集选区的规模有所缩小，他预计下届大选来临时，集

选区的规模也不会扩大。  

总理也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该党在 2011 年大选中拿下 87 个议席中的 81 个，但

得票率只有 60.1％，使昨天论坛的一名与会者提出我国国会是否具代表性的问题。  

总理说，他已经透过引进九名官委议员和三名非选区议员，为国会带来多元的声

音。他不讳言，“往前看，将有更多人希望国会有多元的声音，而我想，这个情况将

会出现”。  

他形容，自独立后就在国会里占绝大多数议席的行动党“至今仍处于很强的地

位”，不过假以时日，随着社会和行动党的改变，政治景观也将有所变化。  

总理说：“我希望能平稳、可预知和安全地过渡。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我们

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  

总理也在对话会上表示，他不认同订立信息自由法或委任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因

为外国经验显示，信息自由法的结果往往与目标相悖，反而造成真实信息没有被记录

在案，而以非文件的形式流传的情况。而选举委员会则不容易完全“去政治化”。  



“更好的方式是维持原来的做法，由总理委任选区划分委员会，委员会再发表报

告。整体而言，报告是平衡、公正的。上届大选中，有一些争议，但总体上，人们觉

得那是公平的，前届大选也一样。”  

李总理：制定政策时 政府只能做“最适当猜测”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无法百分之百地预见未来，只能做“最适当的猜测”，并为

相关政策制定缓冲范畴。李显龙总理以今天将发布的人口白皮书为例指出，白皮书中

将提到政府对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范围，而这个数字也是政府所能做的“最适当猜测”。  

  总理昨天是在“2013 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回应一名与会者提问时做上述解释。  

  该名与会者指出，近年来的交通基础设施与住屋建设明显跟不上人口与经济发展

的步伐，因此想询问总理当时在制定政策时为何会“失策”。  

  针对提问，总理坦承，政府确实缺乏全视野（20/20 vision）的远见。他解释说，

2001 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我国经济陷入衰退，经济与人口增长缓慢，当时原本在新加

坡工作的大量外来劳工也决定返国，经济持续低迷。  

人口增长速度出乎预料  

  总理指出，2005 年左右，当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时，政府决定引进外来人力，逐渐

放宽外劳政策，却没料到经济表现在接下来五年内持续增长，在我国工作的非居民人

口剧增，导致基础设施无法负荷。  

  总理以形象化的语言说：“当时见经济渐有起色时，我决定尝试弥补失去的时间，

希望新加坡能够取得进展，但却不确定阳光会持续多久。  

  “结果是，阳光持续照耀，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人口的增长速度出乎我们的

预料，基础设施也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总理承认，政府当时大可为政策制定缓冲范畴，先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好准备，但

他们没这么做。他说：“现在回头想，我们当时确实可做得更多。” 

总理指出，到了 2007 年左右，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房价指数几乎没有增长，

但 2009 年中时，“风向突然改变，就像春风拂过脸颊般”，房价猛涨，政府因此得持续

推出降温措施。  

  “在预测方面，我们下次会尝试做得更好，也一定会制定更宽的缓冲范畴。我们付

了政治代价，也只能从中学习。但即使这样，我们仍很难去预测十年后的事。”  

 



李总理：任人唯贤制度  

确保每个人有公平竞争机会  

  任人唯贤的制度确保人们心中总有希望，愿意为实现目标而付出努力。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2013 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说，任人唯贤制

是为了寻找最适合的人从事最困难的工作，同时也发挥论功行赏的作用。他指出，制

度给予每个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即便是失败者也能获得“安慰奖”。  

  总理说：“它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自动抵达巅峰，但它让你踏出下一步，你可以考

取 N 水准文凭，如果够努力，还可以通过 O 水准，进入理工学院，然后进入大学。不

是每个人都能办得到，但其中是有希望的。”  

  总理也说：“我们力求的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公平的

机会，而如果你来自弱势的背景，我们确保你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总理指出，过去几年政府致力于扩大对“成功者”的定义，不单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

绩，也关注他们在艺术、体育或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才能。  

  另外，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较早时在

论坛上表示，新加坡除了任人唯贤制度，没有更好的替代治国原则，国家目前的挑战

是如何想方设法改进这个制度。他指出，政府已启动几项重大的教育变革；成功人士

应该积极回馈社会；而社会也可扩大对任人唯贤的理解。 

他说，任人唯贤不应滋生过度竞争，也不该分化社会阶层，而是应让每个人获益，

呼应新加坡社会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