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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党对华认知及原因分析
———以新加坡工人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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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州 510632）

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际交往一直是
中新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部分，很多研究中新两国党际交
往的文献也都是关注中共与人民行动党的交往。而新加坡
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对新加坡政治、新加坡政府对外决策也
有一定影响力。在 2013 年有前往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学者
与工人党前党首刘程强接触。虽然只是非正式的会面，也
能对刘程强关于中国的认知有一个基本理解。本文以此为
基点，探讨领导人更替前后新加坡工人党的发展情况和其
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接触的原因。

一、新加坡的政党机制与中新执政党交流
新加坡的政党机制可以被称为一党居优制，即在多党

并存的情况下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制度。新加坡人民
行动党自 1965 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是新加坡执政党，
国家政体也是以内阁—议会为中心的议会选举制。议会是
各政党汇聚的舞台，反对党有对执政党的政府工作进行监
督的职能，但在国会中地位受限。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
方面用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把反对党排除在国家权力之
外，同时也会给予反对党一定的发言权利，反映出执政党
对不同声音的关注。

而现今中新政党交往的主流还是中国共产党与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之间来往，笔者从中联部官网搜集了从
2000—2017 年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党际交往，一共 19 次，大
概频次为每年一到两次，交往主题主要集中在执政经验交
流、反腐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和人文交流等领域。

二、工人党基本介绍和对华问题认知
（一）工人党基本情况
新加坡工人党是新加坡中间偏左翼的政党，1957 年由

律师大卫·马绍尔创建，是现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以社

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为政治信仰。其基本目标是组
织和维持一个政党执行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三重原
则，其关注重点在新加坡工人团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
而促进新加坡人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解放。2015 年新加
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大获全胜，工人党仅获得议会中的 6
个席位。

（二）工人党涉华问题态度及认知
新加坡工人党对华问题或许从刘程强本人对华认知

中可以找到答案。2013 年有中国学者对工人党秘书长刘程
强进行访谈，访谈者周虎城是中国非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
副秘书长、中国时事评论员。刘程强在接受访谈中提到了
两个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是（中国）新任领导人上任后是否
会动摇改革开放路线；二是中国威胁论问题。第一个问题
周虎城从习近平主席沿着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路线
重走了一遍表达了对改革开放大力支持进行了回答。第二
个问题周虎城借用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
当下决策程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而且中国共
产党经历改革开放会推动民主政治和营造良好的国际环
境来减轻“中国威胁论”错误舆论的影响。从两人的部分对
话可以反映出刘程强个人还是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了解
不深，进而导致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关切。

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和海空军建设的不断推进，
一直持南海争端中立立场的新加坡也对中国在南海的举
动产生了忧虑，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将使东南亚地区的国
际秩序产生颠覆。工人党对中国认知多了一层警惕，例如
在美国退出 TPP 后刘程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2017 年在
议会对新世界秩序中的外交政策上刘程强呼吁东盟团结
来对抗中国。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刘程强保持警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中新两国的执政党，新加坡的反腐和管理经验也是中共学习的样
板。而本文研究对象为新加坡工人党，通过访新的中国学者对工人党刘程强的访谈和工人党在议会中的对华
问题的态度，可见工人党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警惕和担忧。随着新加坡工人党已经完成领导层更
替，新一届的领导集体将追求多元和年轻化，这或许会吸引一些对华友好和希望与中国接触的人加入工人党，
逐渐改变工人党的对华认知，进而有利于中新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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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警惕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各国博弈的棋子。
从与中国学者对话和刘程强议会发言看出工人党在

警惕中国崛起，工人党保持新加坡外交独立自主与执政的
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是相近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国家利
益这一点，“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是包括新加坡
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一贯坚持的策略，当中国的实力逐步与
领先的美国缩小差距时，东南亚国家对于失去美国的保护
感到无所适从。

三、工人党的“变”与“不变”
（一）“变”：领导阶层、党章和团结反对党
2018 年 4 月，工人党迎来了中央领导层的选举，41 岁

的毕丹星成为工人党的新一届秘书长，给工人党注入新活
力，工人党进入“后刘程强时代”。相比较刘程强在国会的
影响力，普通民众对毕丹星比较陌生，新加坡民众对于新
一届的工人党领导集体也比较期待。普通民众还是希望刘
程强能够继续在党内担任“导师”的角色来帮助工人党新
生代成长。

第二个变化是工人党党章发生变化。干部年轻化是刘
程强在任内时就在考虑的问题，前一代的工人党领导大多
是在新加坡独立前出生的，经历过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各种
风雨。随着领导人更迭，持续几十年的党章亦有变化。新党
章主要突出多元化目标，删除了在成立时“消除殖民剥削”
“寻求新加坡工人团结”等字句，以及将党员年费从 3 元提
高到 10 元等。多元化目标之一是希望更多女性加入工人
党，目前在工人党领导层中只有林瑞莲（Sylvia Lim）和李丽
莲（Lee Li Lin）两人，而前国民团结党党员佘雪玲（Nicole
Rebecca Seah）以义工的形式加入工人党，2011 年代表国民
团结党征战马林百列集选区时收获较高的人气，之前的参
选经验会帮助她更好地融入工人党，并且在未来发展中贡
献出年轻一代政治青年的力量。

同时，毕丹星的当选也给了其他新加坡反对党以合作
机会。刘程强时代的工人党曾经表示工人党要走自己的
路。而毕丹星个人谦和的性格给了国人为先党秘书长陈如
斯（Tan Jee Say）很深的印象，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
教授比尔维尔星（Bilveer Singh）认为，工人党新党魁得思考
的关键课题之一，是工人党能否抛开差异，实质地与其他
政党达成合作甚至联盟等，否则反对党的宿命可能就是一
直处于政治边缘化。新加坡民主联盟、人民力量党等反对
党也希望工人党能够和其他反对党合作，进一步团结反对
党力量，能够对执政党产生冲击和挑战；而不是各自为战，
一盘散沙。

（二）“不变”：地位作用不变
尽管工人党完成了领导人更替，但是“后刘程强”时代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毕丹星上台后还需要学习很多才能使
得自己成熟起来，刘程强还要在幕后给年轻一代建议和帮
助。新的党章要求多元化也将逐步进行，补充年轻一代的
新鲜血液。工人党改革的步伐会一直进行，新加坡政党中
最大的反对党，并在国会中占有小部分席位的局面在长时
间内不会改变。

同样不变的还有工人党在国会中的作用。工人党前党
首刘程强就曾提出把工人党建设成为“有建设性的反对
党”，工人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能够发挥出最大作用很大
程度上是依靠刘程强及其他老一代领导人在长期实践中
积累的丰富经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许林珠（Gillian Koh）博士也表示，刘程强多年建立下的政
治资本有目共睹，因而毕丹星在为大选备战时应该借助选
民对于刘程强的支持。

四、工人党未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原因
一方面是执政党的打压与制度围困，新加坡人民行动

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
反对党的领袖以法律手段打压，只要违法，必定严惩。此外
还在制度上采取如重划选区，打散反对党支持率高的地
区，分散反对票;选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按照行动党的得票
率做先后安排;落选的行动党候选人会加入人民协会（基层
组织顾问），通过人协控制基层资源，而当选的反对党议员
反而靠边站等措施打压反对党。

另一方面反对党山头林立，无法撼动执政党地位。人
民行动党以优异的执政成绩掌握了新加坡选民。使得反对
党的生存土壤几乎不存在，人才无法招至麾下。反对党街
头政治的策略也不符合新加坡主流社会，每当选举开战
时，各反对党都是各自为战、争夺地盘、改旗易帜、自立山
头。而最大反对党工人党虽有实力，但也只能自保，无法团
结其他反对党的力量形成对执政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
下，自己实力被行动党打压，加上自身问题的存在，使得新
加坡反对党无法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交流与对话。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角度讲，我党一贯主张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
因而新加坡反对党无法以正式代表团的形式与中国接触。

五、前景展望
新加坡工人党已经完成了从刘程强到毕丹星的过渡，

尽管毕丹星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刘程强关于涉华问题的影
响。但是工人党完成了修改党章，确立了寻求多元化目标
的新发展趋向，年轻势力开始进入工人党。他们成长于新
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或许不同
于刘程强一辈。毕丹星本人也会讲华语，“多元化”可能也
会吸引一些希望与中国接触的人加入工人党。

新加坡工人党可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或者是以个人名
义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和接触，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和
“一带一路”建设，在接触的过程中会逐步改变工人党对中
国的片面看法，以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或许也能从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学习到一些如何建设工
人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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