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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1 年，新加坡顺利举行国会大选和总统大选，完成新老领导班子交接，但是大选结果也凸显了民众对政

府的不满，赢回民心是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在经济方面，新加坡经济增长步伐整体放缓，政府逐步出台系列措施进行

经济重整，给长期依赖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带来阵痛。在外交上，新加坡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加深与中美的双

边经贸、安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中美在亚洲地区良性合作的关系。最后，本文对 2011 年境内外出版的关于新加

坡的中文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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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1，Singapore's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ent smoothly and assembled a new team
of younger leaders in Cabinet to achieve the leadership transition． However，the election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clearly revealed the public discontent with the government． To win back the public's trust will possibly be the first
task of the new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ic aspect，affected by the worldwide decrease on export demand，
Singapore's economic growth was slowed down in 2011．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introduce a series of measure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e． Nevertheless，because of the long-term dependence on foreign labor，the restructuring
process may bring the pain in the short term especially to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On the diplomatic
side，Singapore continues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ries to play a smart role to
promot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A and China in Asian region． The last part inclu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research papers and books on Singapore in Chinese that were published in 2011．

一 政治: 大选凸显民意，政府关注

民生

2011 年 5 月的新加坡国会大选被不少媒体和
学者评价为 “建国独立以来最精彩的一次大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形容其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
岭。1965 年以来，一直作为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
在历届大选中一直都是信心十足、运筹帷幄，选举
总体上没有太多的悬念。可是这次选举中，一个集
选区的失手，两位部长的落败，让不少人大跌眼
镜。选后，李光耀和吴作栋出乎预料地宣布退出内

阁，甚为突然。
由新加坡 “国父”李光耀一手建立、基于多

元种族和贴近民众的人民行动党，长期控制着权力
的更迭，并在历届议会占据几乎所有的议席。人民
行动党没有想到在这次选举中会惨失重要的阿裕尼
集选区，并导致两位执政党要员———内阁三巨头之
一、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和总理公署部长、财政部兼
交通部第二部长陈惠华在大选中败北。选举最终让
在野党中的劲敌———工人党史无前例地夺取了 6 个
国会议席。虽然人民行动党这次依旧获胜，87 个
议席中压倒性稳坐 81 席，但是其得票率却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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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 ( 参阅表 1) 。

表 1 新加坡历届国会大选得票率与议席数

年份 执政党得票率 ( % ) 执政党所获议席数 反对党所获议席数 总议席数

1968 86. 7 58 0 58

1972 70. 4 65 0 65

1976 74. 1 69 0 69

1980 77. 7 75 0 75

1984 64. 8 77 1 78

1988 63. 2 80 1 81

1991 61. 0 77 4 81

1997 65. 0 81 2 83

2001 75. 3 82 2 84

2006 66. 6 82 2 84

2011 60. 14 81 6 87

数据来源: http: / /en. wikipedia. org /wiki /Elections_ in_ Singapore，2011 年 11 月 19 日。

2009 年 5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国会宣布
修订选举条例，目的是使新加坡政治更具包容性和
多元开放性，这是新加坡 20 年来罕见的选举前举
动。在选区方面，削减集选区，增加单一选区，并
减少集选区团队人数; 在选民方面，增加符合投票
资格的选民，尤其是年轻公民和海外选民; 在反对
党议 员 人 数 方 面，宪 法 修 正 案 获 通 过 后 从 原 先
“最多不得超过 6 名”变为 “最少不得低于 9 名”;

在言论方面，放宽媒体言论空间，允许政党网上进
行竞选宣传，并且设定选前 “冷静日”等。李显
龙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反对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展现了政府逐步开放和求变的姿态及提高民众
参与政治积极性的努力。

近年来新加坡由于物价上涨、住宅及交通费用
增加，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民生议题成为这次执政
党和在野党竞选发挥的重点，例如居民住房价格、
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线路设计、多建几所医
院、工人工资、官员薪酬等问题。一直由人民行动
党当政的新加坡政府向来被认为是廉洁、高效的政
府，可是这届选举有 40% 的选民投票给反对党，

反映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有所下降。另外，该次
参与投票的 44 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占近半数［1］，选
举结果不难看出选民所表达出来的心声和新声。李
显龙在选举后表示，他看到了选民诉求的变化，指
出政府要采取适合新时代的治国态度和做法。

2011 年是新加坡新老政权过渡的重要一年，

在这次选举前后也不难看出老领导人与新领导班子

的政见变化。选前李光耀曾称，如果反对党胜出，

阿裕尼选区的选民便要后悔 5 年。这种威胁式的言
论惹恼了选民，造成阿裕尼选区失陷。大选结束
后，李光耀和吴作栋同时辞去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
的职 务，宣 布 正 式 退 出 内 阁，新 加 坡 正 式 进 入
“后李光耀时代”。不过，在选举后的一次演说中，

前资政李光耀发表带有警告意味的言论，旨在告诫
人们不要改变政治现状，指出挑战现有体制会危害
未来发展［2］。强势的排他性言论与李显龙总理的
温和、包容性作风有所相悖，显示出新政府在两代
交接过渡时期需要承受内外变革所带来的矛盾与
压力。

除了年中的国会大选，同年 8 月底新加坡还举
行了总统选举。一直以来显得次要的总统选举，却
因受到国会大选的影响而变得竞争激烈，充满了火
药味。前副总理陈庆炎仅以 0. 34% 的票数取胜当
选。这次总统选举险胜，再次有力地凸显了民众对
执政党的不满。这两场选举结果让执政党不得不好
好反思选票流失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重新审视各项
社会政策，倾听国民的诉求。

大选反应的人民心声为新加坡政治发展带来变
化，展望未来，新加坡政府应以新思维改造新加
坡，与国民达成新共识。李显龙总理在 2011 年国
庆日宣布政策调整，其中包括调整住屋政策、增加
新加坡公民的大学学额及进一步调控外籍劳工进入
新加坡的人数、收紧移民政策、确保新加坡人利益
优先的原则不变等。在新旧交接时期，李显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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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赢得选民的认可，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前提
下，对新加坡政治体系逐步进行改革优化，任重

道远。

二 经济: 增长放缓，政府着手重整

2010 年新加坡经济得到超乎寻常的增长，但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好景难再。2011 年新加

坡经 济 增 长 步 伐 整 体 放 缓，全 年 经 济 增 长 仅 为
4. 9%。各行业增长也不如 2010 年，尤其是制造

业，受电子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仅增长 7. 6%，远

不及 2010 年的 29. 7% ( 见表 2 ) 。2011 年新加坡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3268. 32 亿新元 ( 约 2605
亿美元) ，人均 GDP 为 63050 新元 ( 约 50123 美

元) ，年度通胀率高达 5. 2%［3］。

表 2 新加坡 2008—2011 年经济增长 ( % )

指标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商品生产行业 － 1. 5 － 1. 4 24. 7 6. 8

制造业 － 4. 2 － 4. 2 29. 7 7. 6

建筑业 20. 1 17. 1 3. 9 2. 6

服务生产行业 4. 6 － 1. 0 11. 1 4. 4

批发及零售业 3. 2 － 4. 7 15. 1 1. 1

交通及仓储业 5. 1 － 9. 9 7. 9 4. 7

住宿及餐饮 0. 9 － 2. 0 12. 2 5. 8

资信通讯 8. 0 3. 5 3. 4 1. 5

金融和保险 5. 2 2. 2 12. 4 9. 1

商务服务 7. 3 2. 9 6. 2 2. 7

其他服务行业 2. 1 4. 8 14. 7 6. 7

年经济增长 1. 7 － 1. 0 14. 8 4. 9

数 据 来 源: 新 加 坡 贸 易 工 业 部，http: / /app. mti.
gov. sg /default. asp? id = 725，2012 年 2 月 16 日。

2011 年是新加坡的大选年，由于受到国际通

货膨胀的影响，为保障民生并且减少通胀对新加坡

国会大选的负面影响，新加坡政府推出以 “增长
与分享”为主题的财政预算，与民分享总值高达
66 亿新元的财政盈余。其中 32 亿新元用于一次性
“增长共享”配套项目 ( Grow ＆ Share Package ) ，

所有成年的新加坡国民都能分得介于 100 新元至
900 新元的增长分红，而另外 34 亿新元则作为较

长期 的 社 会 投 资，照 顾 贫 困 家 庭 和 年 长 者 的 需

求［4］。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新加坡

政府还致力于照顾国民各种利益，尤其是扩大对中

低收入人群的援助。
而对企业援助方面，则继续鼓励企业提高生产

力，为 全 国 生 产 力 基 金 ( National Productivity
Fund) 注入 10 多亿新元，并进一步改进生产力及
创新优惠计划 (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Credit) 。
在外籍劳工方面，再度调高外籍劳工税，控制外籍
员工比例，降低企业对外国劳工的依赖，提高本地
公民就业率。新加坡官方 2011 年度数据显示，新
加坡 25 岁至 64 岁公民的就业率升至 78%，劳动参
与率达 66. 1%［5］，而失业率则降至 2. 0%［6］，创
14 年来新低。

新加坡近年来着力打造第三产业，建设了系列
完善的多元化娱乐和观光景点及设施，开放一直受
禁的博彩业，快速发展廉价航空，加上增设多国二
线城市航班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旅游和消
费，旅游业成为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之
一。2011 年到新加坡观光旅游的外国游客达 13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 4%。其中 76% 来自亚洲，

又以印尼和中国游客人数最多，分别是 259. 2 万人
次和 157. 7 万人次，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增幅
高达 35%，均创下以往到新加坡旅游人数的最高
纪录。此外，外国游客消费总额也创下了 222 亿新
元 ( 约 177 亿美元) 的历史记录，同比增长 17%，

其中又以中国游客消费最多［7］。
在对外贸易方面，2011 年新加坡对外贸易总

额增长 8%，达到 9744 亿新元 ( 约合 7772 亿美
元) ，其中进口总额为 4597 亿新元 ( 约合 3667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8. 6%，出口总额达 5147 亿新元
( 约合 410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 5%［8］。新加坡
贸工部数据显示，2011 年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增长
主要有赖于石油贸易，石油出口年增长率达 39%，

同比增长 11%，新加坡石油主要出口至马来西亚、
印度 尼 西 亚 和 中 国。而 非 石 油 出 口 增 长 率 则 由
2010 年的 23%下降至 2. 2%，主要是由电子类产品
外需不振造成，美国、欧盟和香港三大市场订单减
少，使该类产品出口减少了 13%［9］。

2011 年新加坡继续增加对外投资。海外投资
达 317 亿新元 ( 约 25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 7%。
新加坡 2011 年海外投资项目有 336 宗，其中在中
国的投资项目最多，达 104 宗，而另外三分之二则
在印尼、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新兴市场，明
显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资［10］。

展望 2012 年新加坡经济，由于受全球经济不
景气、欧元区形势不明朗和中东冲突等因素影响，

新加坡财政部对 2012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在 2% 至
3%之间［11］。2012 年新加坡的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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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未来的长远挑战，以 “建设更包容更强盛
的新加坡”为主题，以 “维持经济增长”和 “建
立公平和包容的社会”两个策略来达到发展目标。
一方面加大对年长、中低收入及残疾国民的帮助力
度，可谓是其社会政策的一次全面大调整; 而另一
方面，为了重组经济提高生产力，鼓励聘用本地员
工，政 府 降 低 外 劳 比 率 顶 限 ( Dependency Ratio
Ceiling) ，同时为协助减少中小企业因外来劳工减
少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加强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
划，提高现金补贴、培训津贴，增加税务优惠等。
李显龙总理指出，未来 10 年新加坡将会面对更缓
慢的经济增长，由于减少引进中高人才，经济重组
将是推动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12］。

三 外交: 重视周边关系，推动大国

合作

2011 年新加坡与周边国家加强了合作，保持
对外关系良好发展，尤其是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双
边关系良好发展一直是新加坡外交重任之一。2011
年 5 月，新加坡与印尼首次设立双边商业合作框
架，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互利发展，加大对印尼的
投资。在外交上推动人员交流与深化国防等领域的
合作。7 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启用新的火车关
卡，涉及两国核心利益长达 20 年之久的历史遗留
问题正式解决，两国关系正式进入新篇章。在东盟
一体化方面，新加坡为 “东盟一体化行动计划”
投入 5000 万新元，第三次延长对柬埔寨、老挝、
缅甸和越南的技术培训计划，促进较落后成员国的
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东盟成员
国之间的差距，加强东盟整体竞争力［13］。

2011 年南海局势牵动亚太地区各国的神经，

外交上一向奉行务实主义的新加坡，依旧以 “大
国平衡”策略来保障其在区域安全和合作中的利
益。与美国方面，2011 年除了增加新美双方高层
官员互访，更加强了国家防务合作。新加坡与美国
一直存在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海军定期访问
新加坡。2011 年美国与新加坡协议在新加坡樟宜
海军基地停泊新型的近岸战斗舰［14］。新加坡地处
马六角海峡咽喉地带，该海峡目前分别由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扼守，是印度洋与
太平洋交会要塞，也是南海的底端。美新加强防务
合作，让美军舰队进驻，无疑体现了新加坡需要美
国在本区域发挥稳定作用的目标。

不过，新加坡更期望的是美国加深参与东南亚
区域事务，推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良性发展，而并
非遏制中国，以期中美在亚洲区域的合作能带动该

区域经济繁荣发展。2011 年 11 月，新加坡总理李
显龙在印尼出席东盟系列峰会期间指出东盟和美国
的关系是战略性的和长远的，强调美国继续参与东
南亚区域事务是重要的［15］。2012 年 2 月，新加坡
外交部长尚穆根访美期间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应更
深入地参与亚洲地区事务，美国在维持亚太地区稳
定与繁荣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他也明确指出，中
国崛起并不意味美国的衰弱，在参与亚洲地区事
务，中美应携手合作，确保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合作
而不是对抗的基础上，从而保障区域甚至是全球的
繁荣发展［16］。

加强“全球—亚洲”定位是新加坡近年来的发
展策略。中新两国合作一直在深化，交往也趋于多
元化。近年来国际贸易中心逐步向亚洲区域转移，

中国成为新加坡主要的贸易市场，经济合作仍是目
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2011 年中新双边贸易额
增长 6. 4%，突破 800 亿美元［17］，中国成为新加坡
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是中国的第十一大贸易
伙伴国。因中国与东盟贸易量剧增，为降低双边进
行贸易活动时的货币风险，中新两国也积极推动以
人民币作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并计划在新加坡设
立人民币清算银行。海外投资方面，中国是新加坡
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2010 年底累积投资额达 469
亿美元，投资项目达 1. 9 万宗，新加坡是中国的第
七大外来投资国［18］。两国合作项目如苏州工业园
区和天津生态城不断取得新发展，广州知识城和新
加坡—四川科技创新园等项目进展良好，继续深化
并扩大各领域的合作。新加坡也更广泛地参与到中
国各省市地区发展，加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

在政治方面，中新两国持续进行着高层交流。
在 2011 年 5 月大选前，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前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副总理黄根成分别访问中国。
随着南海局势升温，中国方面加强与新加坡在安
全、防务方面的合作，重视新加坡在该区域的角色
与作用。2011 年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公安部部
长孟建柱、中国海事局常务副局长陈爱平、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
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等高层先后
出访新加坡。6 月，中国首次主动安排海事巡视执
法船出访至新加坡［19］。同月，国防部长梁光烈首
次亲自率团参加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

作为东南亚的小国，新加坡资源短缺，其生存
之道就是采取务实的外交策略，积极地参与和推动
国际和地区多边事务，提升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
用，为自身发展不断创造经济和外交的空间。展望
2012 年，新加坡将加大在东盟和亚洲区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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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东盟一体化进程，同时继续平衡好与中美的关
系，保持区域长远、可持续、繁荣良好地发展。

四 国内外的新加坡研究

作为一个一党专政、拥有七成以上华人人口的
东南亚小国，新加坡清廉高效的政府、务实成功的
外交与发达有序的经济建设，近年来十分受中国政
府、媒体和学术界青睐。2011 年国内研究东南亚
诸国的动态显示，“小红点”新加坡依旧是被研究
的热门国家。学术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
库，以“新加坡”为题名搜索，得出 2011 年研究
新加坡的期刊和学位论文目前共有 856 条记录。其
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占 811 篇，“中国博士
学位全文数据库”为 4 篇，“中国硕士学位全文数
据库”为 30 篇，而“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有 11
篇。考虑到部分文章未被及时收录，估计总数约达
950 篇，与 2010 年同期不相上下①。

关于新加坡研究的中文学术著作方面，2011
年出版的著作表现出社会对新加坡政府治理与法治
政策等方面保持很高的兴趣。如在政府治理方面，

长期从事新加坡研究的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2011
年出版了《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20］一书。书中
以大量案例讲述了新加坡如何在治理贪污方面取得
良好成绩，指出这与该国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实
施上特别讲求 “硬道理”密切相关。而 《法治与
民生 : 新加坡法律制度分析》［21］一书，则对新加坡
的法律制度作了完整、具体的介绍，该书作者把当
前民生话题与法治结合了起来，对我国的民生建设
能够有所启发。《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22］则搜集
和研究了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部门公布的社会保障方
面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报告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反
映了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全貌和最新发展，

对了解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
外交方面，《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论纲》［23］一书通
过研究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揭示新加坡的成功之

路，探究新加坡如何应对冷战时期及冷战后纷繁复
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如何通过积极务实的外交战略
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目前，中国对新加坡国情和建设方面的研究颇
多，但是对其整体历史发展则缺乏专书加以介绍。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鸿瑜所著的
《新加坡史》［24］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对新加坡从
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并作出客观评
价。在社会语言学方面，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研
究》［25］这本新作则详尽地介绍了新加坡多语社会形
成的背景与过程，教育制度的演变及成果，影响各
语种竞争与层级的因素。该书有个亮点是，对新加
坡政务语言和商务语言进行了研究，从侧面展示了
新加坡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商业运作模式，是以往学
术界很少涉及的领域。而在华文教育方面，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学研究中心陈之权所著 《大
题小做: 新加坡华文课程与教学论文集》［26］，对新
加坡华文教学发展现状及实践做了系统介绍。该书
探讨在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环境下，华文课程所面对
的挑战及应对方法，对华文教学的内容与策略进行
思考，并讨论相关策略在华文教学上的实践，是一
本不错的论文集。

此外，2011 年还出版了两本李光耀的访谈录，

分别是 《李光耀对话录: 新加坡建国之路》［27］ 和
《李光耀: 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8］。前者从
西方的角度来看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实施及其对中
美的看法。后者则收录了李光耀与 《海峡时报》
16 次访谈的内容，内容涉及新加坡政治制度未来
的发展、新加坡与邻国的关系、移民问题、中国与
印度的崛起、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课题。虽然并非是
学术著作，但可通过阅读新加坡这位重要政治人物
的言论，了解其思想对新加坡政府甚至是国家意识
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具有很高的参考
价值。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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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1 年 2 月检索结果为 850 篇，实际达 959 篇。2012 年 2 月检索东南亚其他国家情况: 印度尼西亚 ( 印尼) 401 篇，马来西亚 279
篇，泰国 548 篇，越南 728 篇，菲律宾 232 篇，而东盟则有 861 篇。根据目前非完整的数据显示，2011 年国内对越南的研究增长最多，较
2010 年增加了 5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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