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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
“新加坡模式”

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李光耀出任总理，自此开始他长达31年的总理生
涯。图为1959年6月3日，李光耀（戴花环者）赢得大选后，支持者齐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李光耀举起拳
头，带领群众大喊“Merdeka! Merdeka!”（自由！自由！）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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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12日，首次访华的李光耀与已经83岁的毛泽东会
晤。（来源：凤凰网）

新加坡国父和首任总理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日早晨过
世，享年91岁。对于李光耀的逝世，全球各大媒体均做了广泛
的报道，并对他身为政治家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国总
统奥巴马称赞他为“真正的历史巨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言时，也表达了对这位“亚洲政
治先贤”的崇高敬意，而与新加坡有着密切经贸、文化关系的
东盟各国，都派出了国家一号或二号首脑，参加了他的葬礼。

李光耀之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致悼词时称，“对新
加坡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周。这些年来指引我们的明灯熄灭
了。”的确，李光耀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由他开创
的“新加坡模式”曾经影响了、甚至仍在影响着一批东南亚后
进国家的领导人。所谓“新加坡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经济
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继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了
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之后，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
缅甸、泰国，甚至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或多或少地借
鉴了这个模式。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亚分离出来进而独立建国后，立时面

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没有工业，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
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李光耀面对难题，实施了开放自由市
场、大力招商引资的经济政策。新加坡从制造业着手，1968年
成立裕廊工业区；此后，接连建立了多个轻工业基地，推行来
料加工贸易，努力吸引外资，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只用了十年
时间，新加坡便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而且，作为世
界重要的港口之一，新加坡成功吸引了著名石油公司壳牌和美
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委
员会，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
展战略。在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龙头的同时，金融、交通运
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工业结构日趋合
理。

从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
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亚洲小国一举跻身“亚洲四小龙”，用李光耀自己著作的
标题来形容这一成就，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新加坡一下子“从
第三世界迈进了第一世界”。

推行“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而在国家的民主政体

上，新加坡却饱受争议。新加坡虽然接受了英国式的议会制，
但独立后至今，一直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一家的天下。
为此，李光耀总结出一种治理国家的独特亚洲方式，即所谓
的“亚洲价值观”，作为“新加坡模式”的理论基础。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亚洲价值观”就是影响了东亚数
个世纪的儒家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勤俭、孝顺等传统价值
观，强调父权式的政治模式，否定个人主义，并看重某种独
断性权威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它通常被理解为遵从权威
和秩序，将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李光耀在早期曾
经明确表示，过度的自由民主，尤其是言论自由，会对经济
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他认为，自由民主的缺失并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相反，这种威权体制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事实上，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指导下，确实展现
出了其出色的一面。李光耀执政期间，一直致力于建设廉洁
政府。1962年，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并由李光耀直接
负责，主要职责是接受和调查公众人士对公共部门和非官方
部门的投诉，对公务人员的舞弊和失俭行为进行调查，并对
公共部门的运作和程序进行监测，设法把官员贪污舞弊行为
的机会减至最低。李光耀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
率。一旦决定了要调查的案件，须在委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
内展开调查行动。除非案情复杂，需要更长时间调查，所有
的贪污投诉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调查。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成为了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之一，在历年来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在政
府机构透明度和无腐败作风等项目上，一直都名列前茅。

威权主义引发的争议
李光耀一直认为，在新加坡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首先

必须有铁的手腕，采取一些专断措施来打击那些严重的秩序
破坏力量，然后才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合法”的法治社
会。李光耀所言“铁的手腕”对新加坡影响至今的就是对严
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推崇。

最能体现李光耀“严刑峻法”政策的就是对于造成较大
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的罪犯适用鞭刑。1966年以前，新
加坡的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
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
年公布了《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惩涂鸦及破坏
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
安的工具。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也在国际社
会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强烈批评、反对新加坡
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新加坡鞭刑“残忍，不人
道，有辱人格”。

威权主义要求民众对国家领导人绝对服从的同时，严厉
打击异议声音。李光耀强调政府对媒体的监管职能，新闻媒
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禁止和严惩
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
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
论报道。

李光耀认为，新闻媒体的
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
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
要职责。新加坡没有新闻检查
制度，但管理传媒业的新闻
与艺术部有专门监管报章的单
位，一组官员负责阅读每天的
报纸。如果发现有违反政府指
示或国家利益的报道和言论，
轻则提醒有关报章的负责人，
重则由部长、部长授权的人员
向有关报章的负责人发出警
告。在新闻的调控方面，李光
耀也制定了详细而全面的法律
条文，通过专门的出版法、广
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以及
关于新闻的其他立法与判例实
施对传媒的调控。

后进国家的榜样
在经济基础薄弱、中产阶

层尚未形成、民智未开的后进
国家，“新加坡模式”不仅可
以给予集权政权迅速实施政策
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开明专制”找到方便的借口，并树立成功的榜样。马来
西亚的马哈蒂尔、泰国的他信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都
几乎全盘接受了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将“发展经济”作为国
家建设的首要方针。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言
论，或许也有李光耀思想的影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
工大学著名的“市长班”不仅吸引了中国大批未来的领导
者，也是缅甸、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年轻政治家们汲取管
理知识的热门学堂。

实际上，这种“经济自由、政治不自由”的模式并非新
加坡一家所独有，亚洲四小龙当中，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
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实施了类似的国家策略。然而，当
他们摆脱了贫穷，迈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时候，对民主制度的
向往、对威权的反叛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更大程度
的自由。台湾和南韩都是在经历了阵痛之后，逐渐走上如今
这样充分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来的，他们根本不会像亚洲的后
进国家那样，将“新加坡模式”奉若神明。李光耀将这种模
式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与其说是为亚洲的后进国家燃尽最
后一盏油灯，不如说是新加坡在迈向普世价值和世界先进文
明的征途上落伍于时代了。

事实上，在李光耀的晚年，他已经对自己一直尊崇的“亚
洲价值观”产生了动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在一次讨论会
上，透露了自己迟暮之年的反思。他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
要求之下，“儒家”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新加坡
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
价值观，而要归功于英国殖民地的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
和法治。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儒家价值观“导致了过分的做
法”，尤其是任人唯亲。

无论大龙还是小龙，亚洲国家迈入先进世界行列的标准
应该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在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一
定会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力。实际上，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开始
出现了充分民主的迹象，人民行动党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史无
前例地失掉了众多的席位，网民博客和自媒体在虚拟世界中
越来越强烈地爆发出要求变革的声音。

新加坡，或许可以在李光耀时代结束之后，开启一条新
的道路，继续成为亚洲后进国家的楷模。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祖籍广东梅州。他自幼就接受英式教
育，12岁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18岁考入原校的高中部，
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获大英帝国女
王奖学金，开始赴英国留学。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
济学院，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
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