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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陈硕茂昨天在个人 Facebook 网页上对后港补选发表看法。 

陈硕茂说，补选是由总理决定的。但他认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后港的选民应该获得一

个重新投选议员的机会。 

陈硕茂说，事件的发展使工人党做出一个决定，以维护该党向来坚信的透明度与问责制。 

陈硕茂说，工人党接下来会妥善的照顾后港和阿裕尼的居民，他本身也会尽力这么做。  

何家良：工人党想施压  

近日投函报章言论版，和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展开一场笔战的我国前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在接受

本报的访问时说，从刘程强日前的谈话，加上陈硕茂的留言，可以看出工人党对补选相当有把

握，因此想给总理施压，促总理尽快举行补选。 

何家良说：“他们（工人党）应该是认为，后港是他们的大票仓，他们很有机会守住这个席位。

这样的政治动机相当明显。”  

许林珠：国家当下确实有棘手课题待处理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受询时表示，我国现在确实存在着其他比补选更棘手的课题等

待处理。 

这些课题包括：最近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人口老龄化等等，因此，她不相信总理会急着宣布举

行补选。 

然而，许博士说，由于这届国会的任期才刚开始不到 1年的时间，距离下一届全国大选的日期还

很遥远，因此，补选在那之前举行的可能性相当高。  

任何政党的议席悬空该党有责任照顾选区  

补选课题几十年来争辩不休。最靠近的一次是在 2008 年，因为前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翁执中去

世，引发该集选区应不应该举行补选的争论。当时，两名官委议员要求国会制定明确的补选条

例。 

总理当时在国会阐述了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动荡局势及选举制度的演变背景，说明现有的选举制度

是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避免议员滥用手中的议席来要挟或被人收买。国会动辄举行补

选，会影响国家的稳定。 

在我国的选举制度下，任何政党的议席一旦悬空，可以由同一个政党的其他议员代劳，反对党区

也是如此。  



两种选举制度  

制度①：选出民主代议士  

在这个制度下，选民选举议员作为他们选区的代议士，再由他们组成政府。候选人虽属于某个

政党，但是，当选后可以跳槽到别的政党，依然保留议席。 

新加坡在 1959年之前就是采取这样的制度，英国至今所采取的还是这个制度，前首相邱吉尔就

曾两度更换党籍。 

在这制度下，议员可以集体停止支持政府，以进行内阁重组，甚至无须要求选民再次投票，就

可以换政府，因为议员是制度的集本元素。一旦某个议员逝世或辞职，就必须立即举行补选，

以填补议席空缺。 

 制度②：选择政党组成政府  

在这个制度下，选举的主要目的是选择哪个政党来组织政府，因此，候选人是在政党的旗帜下

竞选。无论是选举表格上，还是候选人的名字旁，都会出现政党的标志。议员当选后必须忠于

政党，若脱离政党就会丧失议席。 

在这个制度下，执政党获选民授权领导国家，直到下次大选。如果有议席悬空，总理有权决定

是否举行补选，因为议席悬空并不影响人民对整个政党的授权，也不影响政府的表现能力。 

新加坡采取的是这个制度，因此，选民在投票时，不仅要考虑个别候选人的素质，也要考虑选

哪个政党组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