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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黄循财（左）在宣誓就职仪式上与前总理李显龙握手 图GJ

深
海评 斯洛伐克总理遇刺背后，欧洲政治极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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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四任总理黄循
财近日正式宣誓就职。新总
理的执政风格如何？上任后
面对哪些任务？新加坡内外
政策是否会有变化？本期论
坛请专家解读。

——编者

新加坡进入新总理时代
内外政策如何应对挑战

▲ 新加坡民众祝贺新总理上任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本国公民

刺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可以

说，菲佐遇刺事件是斯洛伐克国内社

会分裂因素长期发酵的结果，也是欧

洲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的体现。

如果不能解决相关挑战，欧洲政治极

化现象只怕还会持续下去，深刻改变

欧洲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轨迹。

斯洛伐克社会分裂明显
关于行刺菲佐的具体动机尚不

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菲佐

的政治立场和施政方案相关。

菲佐在斯洛伐克政坛叱咤风云

几十年，如今“梅开四度”，第四次担

任总理。整体而言，作为左翼政党领

袖，他的政策被欧洲主流观念视作民

粹主义。在如何对待媒体、反腐和俄

乌冲突等议题上，斯洛伐克从朝野到

庙堂，不同群体间的裂痕非常明显。

然而，刺杀事件不仅是斯洛伐克

政治极化的结果，也正成为扩大政治

极化的要素。它正引发斯洛伐克执

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执政

党认为是反对党在民众中挑拨离间

引发对菲佐的仇恨，反对党则认为执

政党的民粹主义政策促使社会内部

裂痕不断加大。

欧洲民粹主义力量崛起
一叶而知秋。斯洛伐克作为欧

盟成员，其国内政治极化并非个例，

欧盟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同样

普遍，并有着类似的社会根源，通常

以民粹主义面貌呈现，尤其表现为极

右翼政党的得势。

目前来看，过去许多名不见经传

的极右翼政党开始在欧洲政治舞台

崭露头角，威胁甚至取代传统政党执

政地位。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来

自极右翼的兄弟党，瑞典极右翼政党

民主党也获得了执政机会，芬兰极右

翼已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荷兰自由

党在获得议会多数后距执政只有一

步之遥，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

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和罗马尼亚的罗

马尼亚人团结联盟等极右翼政党，都

已成为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

雨或深刻影响政策走向的政党力量。

受以极右翼为代表的民粹主义

政党高度挤压，传统的温和中左翼和

中右翼为赢取选民不得不向民粹主

义靠拢，实际上又增加了民粹主义政

党的吸引力。如今除马耳他、瑞士等

极少数国家外，西欧国家政治极化几

乎都在加剧。在中东欧，捷克、波兰、

斯洛伐克、匈牙利更是典型代表。

经济发展不佳，传统政党自身危

机，欧洲文化无法应对移民、身份认

同、治安等社会挑战，通常被视为欧

洲政治极化的几大原因。

不管怎样，传统中左翼和中右翼

政党的失能显然是民粹主义力量迅

速崛起的原因，而民粹主义力量对欧

洲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势必引发欧洲

社会内部急剧的观念冲突和群体分

化，继而又传导到政治生态中，使政

治极化愈演愈烈。

欧洲议会选举不容乐观
将于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将“评估”欧洲政治极化的影响力。

现有的民意调查结果不令人乐

观。据预测，欧洲议会的中间派党团

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团、中左翼的社会

党与民主党党团、自由党组成的复兴

党团将保留多数席位，但可能是有史

以来最少的多数席位，而极右翼党团

席位将会大幅扩张。因此，欧洲的政

治极化将在今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

到新的展现。鉴于欧洲议会在欧盟

中的重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将使欧盟

和欧洲的政治极化进一步扩大。

最为关键的是，如果导致欧洲

政治极化的社会根源不能消除，政

治极化一定会继续在欧洲蔓延，并

可能引发更多突发事件。

欧洲所有政治家和整个社会需

要从斯洛伐克总理遇刺案件中得到

警醒，从而更为严肃地共同思考欧

洲的未来。

51岁的黄循财是首位新加坡独立后出生

的总理，也是20年来新加坡首位新总理，新加

坡正式进入“4G”即第四代领导团队新时代。

新总理务实肯干
新总理的成长经历可谓集平民出身和菁

英教育背景于一身，并且拥有相当丰富的政

府工作经历。1972年，黄循财出生于新加坡

一个普通家庭，在组屋中长大，成年后领取政

府奖学金赴美深造，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经济学专业学士、密歇根大学经

济学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7年

黄循财在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担任经济学

家，开始职业生涯，2011年进入政坛，曾在新

加坡国防、教育、通信及新闻、国家发展、文

化、社区及青年、财政等多部门任职。

2020年黄循财担任新加坡新冠疫情特别

工作组联合主席，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和沟

通能力而声名鹊起，2022年4月被任命为时

任总理李显龙的继任者，2个月后晋升为副总

理，正式开始为执掌政权作准备。从政以来，

黄循财给人留下温和谦虚、务实肯干的印象，

展现出比较明显的执政风格。

一是强调国家责任感。“我的每一分精力

都将投入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服务中”，

“你们的梦想将会激励我前行”。在就职演说

中，黄循财承诺将尽全力肩负起新任务，与团

队为人民和国家竭尽所能，并呼吁所有新加

坡人与他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以自己

的方式领导。我们将继续大胆追梦、深谋远

计。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完成……新

加坡故事的最佳篇章就在前方。”

二是平易近人的亲民风格。“造福许多人

而不是少数人”是黄循财的社会愿景，他倡导

成立国家青年基金、为国民提供运动补贴、免

除国家博物馆门票等，办成了若干惠及民生

的实事。任副总理后，以他为首的政府团队

推出“新加坡携手前进”活动，加强政府高层

与普通民众在关乎新加坡未来的重要议题上

互动，让政府政策有更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是注重团结和传承。黄循财具备深厚

的公务员背景，深知稳定、团结的执政团队的

重要性。确保权力交接平稳顺利，减少任何

可能的变数，是他对内阁人事安排的主要考

虑。新内阁名单中只有两张新面孔，黄循财

继续掌管财政部，在疫情期间与他并肩战斗

的65岁的颜金勇升任副总理后继续管理贸工

部，63岁的副总理王瑞杰也继续担任原职，展

现施政团队的稳定和连续。

多重挑战不轻松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政权交接过程一直

非常顺利。但相比李显龙在接任最高职务之

前已担任副总理长达14年，黄循财的准备时

间只有短短2年，而他面临的挑战并不轻松。

一、如何改善民生、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加

坡。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城市国

家，新加坡创造了令人艳羡的经济奇迹。高

位接盘的黄循财虽然享有前辈留下来的良好

发展基础，但也有不小的压力。疫情之后，新

加坡经济恢复较快，展现出强大的“吸金”能

力，但同时生活成本激增，房价屡创新高，社

会流动性下降，人口老龄化严重，贫富收入差

距拉大，移民劳工带来的社会问题屡屡出现，

这些都亟需政府出良策应对。

二、如何应对一个政治诉求更多元的社

会。近年来新加坡反对党不断壮大，在2020

年国会选举时夺下建国以来最多席位，执政

党人民行动党则因罕见的腐败丑闻而受到震

动。作为党领袖，黄循财将领军出战最迟于

2025年11月举行的国会选举，肩负着提升国

民对执政党的满意度、扭转上届大选得票率

下滑态势的政治重任，国内外都希望藉此次

大选看到新政府的政治实力。

三、在地缘政治激荡中为国家掌舵。“新

加坡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离不开地

区和平与稳定，新加坡对地区与国际局势的

变化异常敏感，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世界

显然不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相比过去20

年，当前新加坡面临的最大变化是地缘政治

形势的激变。在就职演说中，黄循财指出，新

加坡作为多元开放的小国，无法摆脱大国竞

争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日益普遍和猖

獗的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必须加强国家认

同感和互信，才能应对内忧外患。

传帮带政治传统
建国近60年的新加坡已经有了一套完整

的治理模式，黄循财治下的新加坡在政策大

方向上不会有太大改变，可预期、可持续性的

内政外交政策将是新政府施政的最大特点。

新加坡内阁设有国务资政一职，“国父”

李光耀曾以此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和咨询长

达21年，第二任总理吴作栋2004年完成权力

交接后担任国务资政至2011年，有着整整20

年执政经验的李显龙也继续担任国务资政一

职。这种传帮带的政治传统决定了新政府的

各项政策延续大于变化，传承大于创新。

然而，延续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黄循

财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接任总理，内外环

境都发生了转变，应变是新政府无法回避的

必答题。2024年1月新加坡决定提高消费

税，用该笔资金照顾正在增长的老年人口和

满足医疗保健支出。今后，这种与时俱进的

政策调整还将出现。

外交上，新政府有两个重点，一是在大国

间保持中立平衡，二是重视东盟的中心地位。

大国平衡外交是新加坡在国际上立足的

原则，也是作为小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生

存之道。一方面，新加坡将继续秉承对华友

好政策。新加坡和中国在涉及重大国家安全

利益方面不存在矛盾，2023年黄循财两度访

华，高度赞扬两国合作的丰硕成果，表示愿同

中国一道，以两国关系定位为指引，高质量推

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打造国与国合作典范。

2023年12月，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协定

最终达成。2024年 2月，两国实施签证互

免。另一方面，新加坡将继续做美国的“好伙

伴”。美国是新加坡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

新加坡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安全合作伙

伴，两国在气候变化、太空、新兴技术、人才培

养等方面合作不断加强。

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新加坡一贯将东

盟视为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

依托。在面临大国博弈和地区自身政治与经

济事务纠葛的当下，东盟的重要性更是无可

替代。它不仅保护东南亚地区小国免于沦为

大国的战略附庸，而且为它们在地区事务、国

家发展中赢得自主权和大国的尊重。因此，

新加坡支持东盟加强韧性和团结性来抵御外

部压力，并将继续推动东盟在地区治理中发

挥中心性作用和实际功能。

最近民调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黄

循财很有能力，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

强有力的领导者，近40%表示他看起来值得

信赖。这一比例在“Z世代”受访者中明显更

高，近五分之一的人对他的任命充满希望。

多变的国际局势不允许新加坡故步自

封，新总理需要时间突显执政风格，应对国内

外挑战。如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进一步改

善民生，在动荡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中保

护国家利益，带领新加坡在变局中继续谋发

展，是年富力强的新总理必须面临的“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