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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对民选总统扮演的角色仍一知半解，他们的部分认知虽然与官方的立场相符，却也在

一定程度上受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期间的言论影响。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IPS）委托调查公司在 9 月 20 日至 10 月 5 日通过电话进行调查，以了解

选民是否知道民选总统应扮演什么角色等。 

在总统角色方面，受调查者得回答 11 道问题，当中的 5 道问题如果答案是赞同，那便与官方

立场相符，算是答对。另外有 6 道问题是以偏离官方立场的方式提问，如果受调查者也选择赞

同为答案，就表示他答错，即那并非总统所扮演的角色。 

举例，79％的受调查者觉得如果总统不同意让政府动用国家储备，总统可加以阻止。这与官方

对总统角色的诠释相符，也就是这些人答对了。 

2025 名接受调查的满 21岁新加坡公民当中，答案全对的只有 1％，答对至少 6 题的占 42％。 

IPS 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留意到，候选人之一的陈如斯表示将确保政府履行在 5 月国会大选

中作出的承诺；另一名候选人陈清木医生则说要促进种族和谐，以致分别有超过九成的受调查

者误以为这两项都是总统的职责。 

许林珠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当局还得更努力地教育人们民选总统扮演什么角色。 社交媒体

已成为重要信息传播媒介。  

报章、免付费电视和互联网是最多受调查者取得信息的传播媒介。分别觉得三者是重要或很重

要信息来源的受调查者为 87％、80％和 67％。 

21 岁至 29 岁和 30 至 39岁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PMET），以及首次投票者

把互联网视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在配合调查结果发布举行的论坛上受邀分享看法时说，虽然他不认

为社交媒体在总统选举中是个决定性的因素，但它肯定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因素。 

他说，不但 4 名总统候选人都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也都纷纷设立 Facebook网页等。

他留意到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都开了先例，应邀出席一家非主流媒体举行的论坛。 

不过，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意味着主流媒体的没落。吴新迪透露，在总统选举期间，报章（包括

华文报）的销售其实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