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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内增四个新政党，来届大选若我国11个反对党全参选，将创下最高纪录。但反对党人士相

信，反对党阵营临近大选还会进一步整合，已有至少两个小党表明不排除最终不参选，好让选

民看到更团结的反对党。 

例如，先后在2015年全国大选前成立的新加坡国人为先党和人民力量党，选后已逐渐退出公众

视线，不办对外活动，也不走访任何选区。两党领导陈如斯和吴明盛指出，这是他们刻意采取

的战略，意在发出信号，让其他反对党知道他们有意合作或组织联盟。他们也不排除不在自己

党的旗帜下参加下届大选，把所有的资源和人力借出去。 

人民力量党目前只有约20名活跃党员。秘书长吴明盛说：“我们其实也想参选，这样才能让更

多人了解我们的政见。但在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让选民看到反对党团结，能放心地投票给反对

党，所以我不排除以其他形式支持比较能信任的党外人士或其他反对党。” 

选举局本月初宣布，已于8月成立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随着大选脚步越来越近，反对党的动

向愈发受关注。据《联合早报》统计，目前在政坛上仍属活跃的反对党多达11个，这包括过去

两届大选曾参选的反对党，外加近一年新增的两个政党。 

这些政党是：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人民党、国民团结党、革新党、属新加坡民主联

盟的新加坡公正党和马来民族机构、国人为先党、人民力量党、人民之声和新加坡前进党。 

来届大选最迟必须在2021年4月举行，在过去的全国选举中，参选的反对党一般只有四至六个

，相较下，如今看似百家争鸣。但受访政治观察家认为，本地反对党数目更多，支持者基本盘

却没扩大，这对反对党不利，因为政党多了会分散选票。  

学者： 小党须重新审视存在价值 

他们指出，政党本应参加选举，若长期处“冬眠”或“僵尸”状态，刻意不作为、不活动，恐

怕无法建立政党品牌，即便最后不参选而把资源外借，整体来说也不能为反对党增值。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说，如今反对党阵营越来越拥挤，一些小党有必要重新审

视它们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党领导不能只为建立个人威望或因满足某种虚荣心而设党，要考虑

到反对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更直接形容这些规模较小的反对党无足轻

重。以过去几届大选成绩来看，几乎所有小党的得票率都无法突破30％。 

他说：“接连冒出这些小党反而让大家担心大选掀多角战，进一步瓜分已经不多的反对党支持

票数。这只会引起负面效应。” 



最新创立的反对党是今年8月成立的前进党，该党领导陈清木医生已发出要与其他反对党联手

的信息，备受瞩目。过去曾在其他反对党旗帜下参选的拉维（Ravi Philemon，51岁，媒体公

司管理伙伴）最近加入前进党，主要是因为他觉得组成联盟的战略非常吸引人。 

他说，同样有竞选经验的民主进步党前秘书长方月光今年初卸任退党，转而加入规模较大的民

主党，就显示反对党阵营已在整合中。一些党领导开始意识到凭他们各自的力量，无法把更多

反对党候选人送进国会。 

拉维认为，参加下届大选的反对党若更多的话，更能看出各党的实力。他说：“我觉得对反对

党来说，这次大选会比上几次都更为关键。选民觉得哪些反对党，相对有可能替代人民行动党

执政？我们可从下届大选各党的得票率一探究竟，这也会决定各政党的去留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则认为，反对党多，容易让人觉得它们不够团结

。人们关心的是到了大选，各党不论规模大小，是否有好的战略，让选民产生共鸣。 

“我们不限制结社自由，提高政治竞争，这是健康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