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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以

较大优势获胜，再次巩固了执政

地位。成立于 1954 年并于 1959 年开

始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世界

上实行多党制国家中对国家掌控能力

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新加坡

建国之父李光耀及其继任者作为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的掌舵人，充分见证了

在自由选举制度下一党独大的政党体

制能够长期运行且具有高度合法性。

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在政治风云中长

期屹立不倒？其执政 50 多年所积累

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严格的自身建设

人民行动党自身建设以基本治国

理念为指导，以思想建设为基础，以

领导干部廉能建设为核心，以密切联

系选民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从而始终保持了执政党的先进性、纯

洁性和代表性。

第一，思想建设。人民行动党高

度重视党员思想建设，采用的是一种

“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一是确立

党的核心价值观，党的高层身体力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以来，在多党竞争政治体制下，维持了半个多
世纪的长期执政地位。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党的建设、执政方式
及执政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经验。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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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

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在党内广泛践行。

二是老一代领导人通过选好接班人来

确保党的核心价值观代代相承，这同

时也就解决了党风保持纯洁和党内思

想教育不断取得成效的动力问题。三

是注重将党员教育寓于基础性和长期

性的公民教育之中，使党的思想教育

化于无形。

第二，组织建设。人民行动党的

组织建设集中体现了该党“为政在人”

和精英治国的思想。从选拔方式看，

为了保持执政活力，人民行动党坚持

面向社会选拔人才。其意义在于：一

是维持了执政党与社会的有机联系，

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二是社会精

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他们进入执政

党并非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

务，这便减少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

租”。三是从社会中选拔干部比体制

内培养干部成本要低。四是“新鲜血

液”的输入有利于推动政策的转型。

从选拔过程看，人民行动党坚持严格

的干部选拔程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

能进入党内。

第三，作风建设。李光耀曾指出：

“新加坡的领袖必须深入民间，与人

民打成一片，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

持和合作，以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

他们就永远不愁他们没有或缺乏合法

的地位。”[1] 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

确立议员定期接访选民制度。人民行

动党党章规定，党的所有议员包括总

理和部长在内，必须每周接见选民一

次，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除

此之外，议员还要每月在选区内进行

一次家访，在五年内（即一个大选周

期）要至少完成两次对选区的全部家

访。二是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发挥自身

活力，充分为民众生活服务。社区基

层组织通过为居民提供广泛服务活动

而成为党的“眼睛和耳朵”，党则通

过它们赢得了民众的“心”。三是扩

大体制内外倾听民声的渠道。人民行

动党政府注意广开言路，设立专门的

民意调查机构，让民众满意度成为衡

量政府执政绩效的标杆。

第四，廉政建设。李光耀指出 :“人

民行动党最大的成就就是掌握政权

四十年 , 并保持其活力和廉洁 ,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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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2] 廉政

建设是人民行动党自身建设最成功的

一个方面，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领

导国会制定严密立法预防腐败和严厉

的事后刑罚。二是指导政府依法高效

行政，减少权力寻租和行政服务不足

带来的腐败。三是尊重司法系统的有

效独立。四是设立强大而独立的反贪

机构。

第五，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人

民行动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基础，

主要包括：一是高层决策实行民主协

商制度，力避小集团思维。人民行动

党虽然对外整齐划一，但在内部决策

过程中却非常民主，内阁部长能够各

抒己见，总理不压制决策层的不同意

见。二是领导人权力交接实行党内高

层民主推选。李光耀 1990年交棒时倾

向于陈庆炎接班，但他没有强行指定

接班人，而是通过让年轻的部长们自

己决定拥护谁来当他们的“班长”，最

后大多数内阁部长推选了吴作栋，由

此开创了新加坡独特的领导人权力交

接制度。三是干部队伍实行有序自我

更新制度。人民行动党借助五年一次

的大选选拔出优秀人才，为国家的发

展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和干劲。四是

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广泛听取不同声

音。此外，人民行动党还紧跟时代潮

流，积极利用新媒体拓宽党内民主渠

道，让普通党员更多地参与政策讨论。

科学的执政方式

人民行动党高度重视依法执政，

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党与政府、国

会、反对党等不同国家力量间的关系，

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在保证党的有

效领导和管控同时，保留了其他力量

的相对独立空间，实现了党领导下各

力量间的差序平衡。

第一，党与政府：融执政党于政

府。人民行动党属于选举型政党，只

有在竞选时才被激活，而平时党是高

度隐形的，其存在寓于政府之中。这

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较好解决了执

政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合法性问题。在

选举胜利后，人民行动党控制国会，

并借由国会将党的核心成员送入政府

内阁，政府内阁则实现党政合一，此

后党对外完全以政府形式示人。国家

重大问题都在内阁中讨论，然后以政

府政策形式对外发布，这就使得党的

意见、决策、指示等执政活动具有了

极大的合法性。二是党政高层一体、

中下层分离，保证了行政系统运作的

廉洁、独立和高效。党政高层一体，

保证了各部分行政系统运作的政治方

向，同时在各内阁部长、政务次长以

下，行政工作完全由独立的公务员系

统承担，使得行政运作较少受政治因

素影响，从而保持了行政系统的廉洁

和高效。执政党可以抓大放小，将更

多的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第二，党与国会：党主导下的有

序放开。首先，人民行动党始终牢牢

控制国会，以保证政府决策得到国会

有力支持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此

举是有序放开党外力量政治参与的根

本前提。其次，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度

安排不断引入党外力量，增强了执政

党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1984 年，

新加坡设立非选区议员，允许得票率

最高的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以非选区

议员身份进入国会。1991 年，人民行

动党在国会引入了官委议员制度，选

取社会上非党派精英作为议员，既充

分利用其建设性，又避免了他们被反

对派用来壮大自身。总的来看，这些

制度设计在执政党有效控制国会的前

提下，增强了执政党决策的科学性和

民众利益的代表性，同时也压缩了反

对党的政策运作空间和人才招募空

间，使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第三，党与司法系统：保留社会

公正的平台。作为律师出身的李光耀

深知，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有效平

台，必须细心呵护。任何破坏司法独

立的做法，都是自挖执政的墙角。因

此，人民行动党虽然对司法系统具有

很大的影响力，但对外则刻意表现出

对司法独立的尊重，从不随意干扰司

法运作，以确保司法系统能够对执政

党自身进行有效的权力监督。此举从

根本上确保了司法系统作为“社会良

心”不变质。

第四，党与反对党：打造志同道

合的诤友。人民行动党支持反对党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

对不负责任的反对党则坚决依法打

压。人民行动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

通过法律手段坚决打压那些“为反对

而反对”的反对党议员，从根本上限

制了反对党在国家政治中的破坏性作

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反

对党汲取过去的教训，改变传统路线，

确立了做“建设性的反对党”的政治

导向，更多以执政党的诤友姿态参与

国会活动。针对这一情况，人民行动

党则有序扩大了反对党的存在空间，

将反对党的批评作为自身施政的“一

面镜子”，以不断警醒和改进自身。

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第一，以民为本执政。人民行动

党以发展和改善民生为执政的核心、

根本出发点与归宿。人民行动党政府

执政为民的核心是实施以中央公积金

制度为基础，以组屋制度为重点的民

生工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

施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的惠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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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民行动党把住房问题当作关系

党执政根基的头等大事来抓，坚持让

每个新加坡人都拥有一份不动产，认

为“有恒产者才会有恒心”。二是实

施“授人以渔”的就业福利政策。人

民行动党坚持“工作福利”制度，反

对将补助以钱的形式直接发给失业

者，而是用大量资金为失业者提供就

业再培训，以使其找到比救济金收入

更高的工作。三是施行“个人能力保

证之外”的社会医疗和养老制度，即

以个人公积金为支撑、以家庭互助为

辅助、以社区救助为补充、以国家救

济为最后防线。[3] 这一模式的优点是

能够激励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不仅

有利于形成“工作—积累—受益”的

良性循环，提高国际竞争力，而且能

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通胀，增加社会财富。

第二，廉洁高效执政。这是人民

行动党执政的重要能力，其核心是执

政党高层的廉洁与效能。国家领导人

自身清正高效，为下级做出了表率。

他们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政治底

线，对于任何贪污腐败者都决不姑息。

同时，成立了专门而独立的公务员委

员会，公正、公平、公开地选拔公务员，

确保政府的效率和廉洁。

第三，严格依法执政。首先，执

政党完全在国家法律框架下活动。坚

持国法大于党纪，党从不凌驾于法律

之上，党员犯罪，必先绳之以法。刑

不仅可上大夫，而且可以上国家领导

人，包括李光耀、李显龙本人。其次，

制定严密法规并严格执法。新加坡法

律齐全、涉及广泛，而且执法严格、

刑罚严峻。如对官员而言，可能倾家

荡产、声誉扫地；对民众而言，处处

是对不当行为的禁止与罚款，有的犯

罪还会被施以令人恐惧的鞭刑。这些

严厉的法制手段有效保障了新加坡社

会的秩序和稳定。再次，执政党充分

尊重司法独立。国家领导人从不利用

自己的职务、权威和私人关系干涉司

法独立运作。最后，党领导的政府坚

持依法高效行政，如不断简化行政程

序，削减繁文缛节，规范经济管理行

为等。

第四，有效权威执政。人民行动

党强调治国理政既要有法度，也要有

权威，唯此才可既避免权力集中容易

滋生的僵化和腐败，又避免民主特有

的无序和混乱，这是新加坡良性政治

制度的显著特征。主要方式有：一是

执政党、国会和政府三位一体，执政

党权力高度集中；二是政府不断推出

有利于执政党的安排与设计，以维持

一党独大的地位，如集选区制度等；

三是执政党主张法律秩序优先于民

主，强力打压拒绝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反对党；四是政府对不负责任的国外

媒体坚决打压。

第五，经济绩效执政。人民行动

党鲜明地提出“生存第一、经济立国”

的基本国策。首先，坚持一切以经济

发展为优先的信条。其次，实施政府

主导下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

适时主导产业结构调整，使产业不断

升级，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始终处于主

动地位。再次，倾力打造亲商政治社

会环境，如实行低税、少管制、易拿

绿卡等政策。最后，实行以服务经济

为导向的教育制度，注重人才的培养

和储备。

第六，多元融合执政。为打破种

族间隔阂，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人民行动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

多元种族宗教的融合。在立法安排上，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基本

国策，通过立法保障宗教和谐。1990

年，新加坡创造性地制定了《维持宗

教和谐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

法形式规范宗教行为的国家。在政治

安排上，修改选举制度以保障国会的

多种族代表性。在集选区中，竞选的

四至六人团队必须有一名少数种族人

士。同时，确保最高层的多元种族构

成，成立宗教和谐总统委员会和少数

族群总统委员会，明确规定新闻报

道“禁区”，报章不准玩弄种族、语

文、宗教等敏感课题，不准制造矛盾

和冲突。在经济发展安排上，为防止

收入差距导致族群矛盾的产生，政府

对马来人采取了优待和鼓励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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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54年并于

1959年开始执政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成为世界上实行多

党制国家中对国家

掌控能力最强、执

政 时 间 最 长 的 政

党。图为2017年1月

1日在新加坡滨海湾

拍摄的新年焰火表

演。

政策，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向其倾斜。

在社会发展安排上，实行组屋种族比

例政策，使各族人口交错杂居，并通

过组织大量社区基层生活加强彼此沟

通和了解；实行一体化公民教育和国

民服役；将各族节日均列为国家法定

节日。在语言文化安排上，规定华语、

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

言，并鼓励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以确

保“无一种族占有优势”；领导人都

会讲三至四种语言，这种做法可以极

大地拉近领导人与其他族群听众间的

感情，被各族民众认为领导人是“自

己人”；塑造各种族共同国家认同和

价值观。1991 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社

会“共同价值观”，以培养新加坡人

的国家意识等。

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以后，新

加坡的成功治理经验没有随着老一辈

开国先驱离开政治舞台而消失，新加

坡的国会民主制以及新加坡的治理理

念已经制度化成法律、制度和机制，

无论将来什么政党执政，若要推动新

加坡的持续繁荣，获得大多数人民的

支持，恐怕都不会轻易偏离。新政府

及其政治精英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政治

理念和发展策略，这些理念和策略是

新加坡过去成功的基石和法宝，也面

临未来发展的严峻考验。[4] 如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所说：人民行动党不能保

证你前路无忧，但我们坚信可以乘风

破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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