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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总统仅得 35％选票，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显示陈庆炎仍未得所有国人的民心，接下来

应加强与国人的接触。 

  昨天凌晨宣布的总统选举成绩，陈庆炎博士以 74 万 4397 张选票，险胜得到 73 万 7128 张

选票的陈清木医生，但陈庆炎的得票率只有 35.19％。 

  东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直言，这样的成绩虽无损陈庆炎成为民选总统的合法

性，但却显示陈庆炎仍没有全面掳获民心。 

  “以他得到众多工会、宗乡会馆等大型组织的支持，理应获得到 38％至 40％选票，但目

前有约三分之二的选民不支持他，他必须利用下来 6年的机会，争取民心。” 

  蓝平儿指出，陈清木得到执政党及反对党支持者的选票，相对来说更得民心。 

政治观察家赖涯桥副教授指出，陈庆炎给一些选民“高不可攀” 的感觉，因此选民接下

希望陈庆炎真正做到“人民总统”应做的，更亲民地与国人接触。 

选民期待总统扮演更多角色 

  观察家认为，选民通过手中一票，希望总统不只扮演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研究政治价值观的国大社会学系陈恩赐副教授指出，陈庆炎当选后已表明，会积极争取没

有投票给他的选民，在接下来几年内支持他。 

  “经过 5 月大选后，选民都意识到手中一票的重要性，而他们也表明了，总统不应只扮演

象征性的监管角色。”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也指出，陈庆炎接下来得处理没有支持他的选民的诉

求。 

  “他可检讨如何让总统的工作更具透明度，及在历届总统所支持的慈善事业外，与更多社

会团体及代表组织联系，帮助这些需面对生活费高涨压力的人民。” 

许林珠认为，陈庆炎可在不越过总统职权范围的情况下，做到这一些。 

七成选民对总统没不实际的期望 

  观察家认为，选举结果也表明，国人对总统扮演的角色很清楚，对总统没有不切实际的期

望。 

  许林珠指出，约 70％的选民支持了没有在竞选期间，对于总统职务言过其实的候选人，

证明选民对总统没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赖涯桥也认为，陈庆炎竞选期间没承诺要对总统职务进行太多改变，而他的当选显示选民

认同他的理念。 

蓝平儿说，陈庆炎没有过度承诺，但选民希望他是更活跃、更多声音的总统。  

大选总统选举不需特意错开 

  全国大选和总统选举仅隔 3 个月，政治观察家认为，难免会有“ 溢出效应”，但也不必

刻意避免让两个选举太密集地举行。 

  新加坡今年 5 月 7 日举行全国大选，本月 27 日就举行总统选举，有选民认为时间点太接

近，容易混淆两个选举的性质。 

  政治观察家陈庆文助理教授受访时指出，两个选举太接近，造成一些选民把对政府及现状

的不满情绪，延续至总统选举。 

  “甚至还出现有候选人利用这样的不满情绪，拟定自己的竞选策略，而选民也就把总统选

举当成全国大选的延续篇，或类似补选的情况。” 

  虽有不满情绪，但陈庆文认为，这次选举结果证明，大部分选民还是能理智地区分全国大

选及总统选举。 

  “毕竟有 70％选民其实是投票给两名行动党色彩最浓厚的候选人，这证明了大部分选民

还是能在投选总统时，把国家摆在政治之上的。” 

政治观察家赖涯桥副教授及蓝平儿也认为，选民还是会按各政党，或各候选人的理念，

才决定投票给谁。  

2041 年情况重演？ 

  自 1991 年以来，全国大选都是相隔 5年才举行。 

  1984 年大选后，我国在 1988 年再次举行大选，当时新加坡刚摆脱经济危机，取得强劲的

经济复苏，是举行大选的良好时机。 

  3 年之后，我国再次举行大选。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吴作栋总理希望举行大选，以寻求选民

给予的委托。 

如果按总统选举每 6 年举行一次，而全国大选每 5 年举行一次，下一次会有同年举行两

次选举的情况是在 2041 年。 

计票成绩显示老区 陈庆炎新镇 陈清木投爱 

  双陈激战，在数个地区缠斗不休，但也各有遥遥领先的铁票区。陈庆炎在北部和中部领

先，陈清木则在西部称霸。 

  《海峡时报》报道，总统选举中，虽然陈庆炎博士以 0.34％优势险胜陈清木医生，但他

们在不同地区的票数，却有着天壤之别。 

  据不同的消息来源显示，曾担任亚逸拉惹区议员长达 26 年的陈清木，在西部大部分地

区，如亚逸拉惹、裕廊和蔡厝港，都得到很高的得票率。他也在东北新镇，如榜鹅及盛港表现

突出。 



  担任 27 年三巴旺区议员的陈庆炎，则巩固了北部、中部及东部等地区的票源。 

  但两人在领先的地区，都比对手多 3％至 6％的选票。 

  双方竞选团队都表示，这样的成绩与两人长期担任该区议员有关，因为两人长期聆听该区

选民的民声，还有很忠实的基层组织。 

  由于西部选票先计算，因此投票日当晚一度传出陈清木将险胜陈庆炎的消息。 

最终，陈庆炎以北部和中部的出色表现，成功在总得票率上扳回一局，当选为新加坡第 7

任总统。 

陈庆炎最强支持 来自有地住宅区 

  陈庆炎在成熟区，如勿洛及白沙，拥有高支持度。成熟区一般都较支持执政党。 

  陈庆炎最强的支持来自有地住宅区的选民，如东海岸集选区里有 85％有地住宅选民的实

乞纳区，及有 99％有地住宅选民的如切单选区。 

  他在实乞纳得到 39％选票，比陈清木多 4％，在如切更得到 41％选票，比陈清木多 7％。 

一般相信，这是因为陈庆炎有很强的金融背景，因此虽然较高收入者一般支持反对党，

但他们在总统选举却选择陈庆炎，一个他们相信能带领国家，更好面对未来经济危机的人。陈

如斯在这些区的得票率只有约 20％。 

榜鹅盛港多支持陈清木 

  陈清木在白沙榜鹅集选区的榜鹅及盛港，及部分后港新镇和后港单选区，得票率都领先。 

  这些新镇有较多拥有年幼孩子的年轻选民，他们一般都较支持陈清木。 

  另外，陈清木在工人党重镇的后港区，也得到很好的支持率。 

至于阿裕尼集选区，双陈及陈如斯各获得约 30％选票。 

观察家：结果‘三分天下’ 不代表社会分化 

  总统选举“三分天下”，但政治观察家认为，这并不代表社会的分化加深了，而是社会趋

向政治多元化的发展。 

  陈庆炎博士以 35.19％得票率当选总统，陈清木医生及陈如斯分别以 34.85％和 25.04％

落选。陈钦亮则因只得 4.91％选票而失去按柜金。 

  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被视为“亲执政党”的陈庆炎、“中立”的陈清木及“亲反对党”的

陈如斯分庭抗礼，但受访政治观察家认为，这并不等同我国社会因这次选举而加深了原有的分

化。 

  研究政治价值观的国大社会学系陈恩赐副教授说：“这只能说是多样化的社会，或是政治

多元化的情况。”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说：“没有投陈庆炎及陈清木的选民，应被视为想要有

政治多元化社会的选民。” 



她认为，即使是投票给陈清木的选民，也可把他们称为“希望有更团结、更专注在新加

坡人、加强推广多元种族社会，及用更多‘心件’来治理国家”的选民。 

蓝平儿：选举结果证明社会更多元化 

  东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也不认为选举结果证明社会更分化，而是社会更多元

化。 

  但他指出，3 名得票率不低的候选人代表了 3 个不同族群，因此即使社会没有更分化，现

在也是执政党政府应担忧的情况。 

  “全国大选，执政党得到 60％选票，这次总统选举，被视为最得到执政党支持的陈庆

炎，却只得 35％选票。” 

他认为，这代表执政党不得民心的一面，而如果陈庆炎接下来 6 年没有做好，人民仍有

不满，那他下一次想蝉联，将面对更大的困难。 

赖涯桥：国人意识到选票重要性 

  政治观察家赖涯桥副教授说，两次选举结果让选民更意识到，他们选票的重要性。 

  “选民发出最强烈的讯息是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因此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加

强与国人的关系。” 

  他认为，这是国人共同的希望，并不是社会分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