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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元礼教授自2000年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加坡政治文化和政府体制的论文。
《新加坡为什么能？
》这部书是吕教授多年研究的心得集成。
我在去年阅读了吕教授的一篇讨论新加坡如何长期保持廉政的评论。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章。
吕教授文字精炼，又富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我们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
他对新加坡体制入微的观察，贯穿全书，为想了解新加坡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参照。
吕教授在书中凸显新加坡独特和可取的一面。
俗语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新加坡人读此书，也可获益，可以了解国家现有的一切得来不易，非理所当然的。
就如吕教授在书中所述，无论是清廉和有效率的政府，团结和谐的社会，以及安宁和清洁的环境，都
是辛勤耕耘，周详策划和有效实施的结果。
然而，如吕教授所指出的，新加坡并非完美无缺。
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发展的模式也非放诸四海皆准的。
四十多年来，新加坡领袖和人民齐心建国。
我们借鉴他人经验，择取其良策，也从错误中学习，不断改进。
我们乐于分享经验，但是也深感自己的不足，许多方面离完善还远。
此外，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地位，新加坡经验难免有其局限性。
以新中，两国来说，国情相差甚大。
新加坡地小，历史短浅。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约为新加坡的三百倍，而且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和源远流长的政治和学术传统。
全球化的趋势，日新月异的科技，正加速人类社会的变化。
为求生存和发展。
所有国家都得寻找全新对策。
为了与时并进，发展方向和心态的改变，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丢弃那些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
新加坡完全沉浸在环球化的大潮中。
我们必须重新打造，才能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高效枢纽：一个四通八达又能为世界增值的国家。
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策略，以保持新加坡独特的优势，确保这个岛国继续拥有优秀的政府，以便为
下一代带来美好的生活。
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吕教授和其他研究社会模型与政治体系的学者，才有理由继续观察新加坡的发展
。
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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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
。
本书围绕人民行动党党徽的上述三重象征展开论述。
意在揭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解析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
    本书作者文字精炼，又富有洞察力，短短几行字，就概括了新加坡政府人员的治国方略。
他对新加坡体制入微的观察，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与廉洁？
和谐社会又是怎样建成的？
通过本书，您可以从中找到想要的答案。
 本书为想了解新加坡的读者提供了有用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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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元礼，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长期从事华人政治文化与
政党政治研究，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与李光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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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序上卷 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廉洁？
　上卷引言　活力篇　　第一章 理性执政，带来变通力、稳定力　　　第一节 变通力：以实用理性
为基础　　　　一、关心常理：不是拘泥于主义　　　　二、关心现实生活：不是拘泥于经典理论　
　　　三、关心做法上正确：不是拘泥于“政治上正确”　　　　四、关心客观实际：不是拘泥干意
识形态　　　第二节 稳定力：以渐进理性、实践理性为基础　　　　一、渐进理性：演化而成的制度
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　　　　二、实践理性：姓“社”姓“资”“让下一代去决定”　　第二章 
“托管”执砬：带案公信力，代嘉力　　　第一节 公信力：以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为基础　　　　一、
有限的竞争：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竞争　　　　二、选举：从严意义的秘密投票　　　第二节 代表
力：以代议政治为基础　　　　一、加强服务性：接见民众和访问选民　　　　二、提高兼容性：设
置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　　　　三、增进和合性：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　　第三章 依法执政：
带来法治力、权威力　　　第一节 权威力：以“定此名分”为基础　　　　一、维护职位权威：“明
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　　　　二、维护法理权威：“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第二节 法治力：以“控名责实”为基础　　　　一、依法治官：不仅打“苍蝇”，而且打“老
虎”　　　　二、依法治言：“李光耀是全球最好诉讼的政治家之一”　　第四章 为民执政：带来扎
根力、竞争力　　　第一节 扎根力：以依靠人民的“民有”为基础　　　　一、民有恒产：实现时间
意义的扎根力　　　　二、基层组织：实现空间意义的扎根力　　　第二节 竞争力：以服务人民的“
民享”为基础　　　　一、“好政府”理念：应对两党制诉求　　　　二、“地方政府”选举策略：
应对“补选”策略　　第五章 贤能执政：带来领导力、更新力　　　第一节 领导力：以精英政治为
基础　　　　一、好政府的关键：“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二、领袖特质：品性、动机、
人格、意识　　　　三、基因决定论：天赋素质更能决定人的智力与能力　　　　四、发掘人才：“
猎人”、识人和选人　　　第二节 更新力：以自我更新为基础　　　　一、自我更新的主动性：在夕
阳西斜的余晖中提供旭日东升的远景　　　　二、选择领袖的“自行性”：领袖不应该指定继承人　
　　　三、权力更替的有序性：独一无二的权力转移模式　　　　四、退位安排的妥善性：有养、有
为、有尊、有慰、有安　　　　五、权力交接的“为公”性：“必须抱着利他主义”　　第六章 强人
执政：带来管制力、约束力　　　第一节 管制力：以为民做主为基础　　　　一、管制的原则：“要
受人尊重，不要讨人喜欢”　　　　二、管制的根据：政府是“必要的善”　　　　三、管制的手段
：挥舞“大棒子”　　　　四、管制的作风：家长式作风　　　第二节 约束力：以“负责任”的原则
为基础　　　　一、“负责任”的涵义：对事实、社会负责任　　　　二、“负责任”的原则：有节
制的权力和建设性的态度　廉洁篇　　第七章 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第一节 发扬传统：倡导
儒家核心价值　　　　一、提倡儒家道德：忠于国与耻于贪　　　　二、强调君子执政：“置个人利
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　　　第二节 净化环境：建设廉洁政治文化　　　　一、白衣白裤：人民
行动党“党服”　　　　二、低调俭朴：人民行动党总部　　　　三、以身作则：国家领导人创设廉
洁榜样　　第八章 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　　　第一节 正视现实：抱持诚实的态度　　　　一、诚
实看待人性：既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　　　　二、诚实看待时代变化：正视、理解和适应
变化　　　　三、诚实看待政治：既是让人献身的事业。
也是养家糊口的职业　　　　四、诚实看待收入差距：要机会平等，不要结果绝对平等　　　第二节 
实事求是：采取市场的做法　　　　一、根据人才价值确定薪金：“物有所值”，“才有所值”　　
　　二、根据供求状况确定薪金：“能力和报酬之间并没有抽象的‘公平’关系”　　　　三、根据
收益确定薪金：“便宜没有好政府”　　第九章 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　　　第一节 规定严密：减
少机会和设防堵洞　　　　一、减少机会的规定：釜底抽薪　　　　二、步步设防的规定：密不容针
　　　　三、堵塞漏洞的规定：无空可钻　　　第二节 权力制衡：推行民选总统制度　　　　一、扩
大民选总统的职权：让总统有权制约内阁　　　　二、发挥民选总统的作用：替国家安装一个安全锁
头　　第十章 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第一节 铁帚扫贪：建设贪污调查机构　　　　一、贪污
调查局的来历：取缔收取“咖啡钱”　　　　二、贪污调查局的职权：直接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　
　　　三、贪污调查局工作方式：举报立案，风闻出击　　　　四、贪污调查局的工作作风：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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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透明　　　第二节 铁腕护廉：施行严明严厉法律　　　　一、立法严明：财产超过收入所得又
不能解释，视为受贿　　　　二、执法严厉：有罪必惩，轻罪重惩下卷 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
　下卷引言　　第一章 观念转型：确立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　　　第一节 政党文化：从革命向执政
转型　　　　一、政党立场：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到“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党　　　
　二、指导思想：从高调的意识形态到低调的实用理性　　　　三、政治观念：从“破坏”的政治观
到“建设”的政治观，　　　　四、权威模式：从超凡魅力权威到法理权威　　　第二节 政治思维：
从两极向中和转型　　　　一、不A不B：寻求竞争力与凝聚力之间的平衡点　　　　二、亦A亦B：
劳、资、政共乘一条船　　　　三、A中有B：“两体一心一条命” 　　第二章 经济优先：奠定和谐
社会的物质基础　　　第一节 经济先行：有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民主　　　　一、提供物质基础：一
般人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发展，　　　　二、确保独立、生存：民主、自由是第二位的事情　　　　
三、提供存活条件：民主制度要有相适应的民主文化　　　第二节 民主渐进：激进民主不能带来经济
发展　　　　一、稳定和纪律：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　　　　二、强大的好政府：经济增长的必要条
件　　　　三、政治共识：民主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基石　　　　四、妥协精神：没有妥协就没有民
主　　第三章 以文化人：构筑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　　　第一节 光大传统：弘扬儒家价值观　　　
　一、告白天下：李光耀没有放弃儒家价值观　　　　二、真知灼见：儒家价值观促成了东亚经济腾
飞　　　　三、揭开谜底：如何破解马克斯·韦伯的命题？
　　　　四、提倡“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第二节 增进共识：倡导“共同价值观”　　　
　一、“共同价值观”的提出：凝聚多元社会　　　　二、“共同价值观”的内容：东方与西方的交
融　　　　三、“共同价值观”的特点：求同存异　　　　四、“共同价值观”的反响：支持与非议
共存　　第四章 家庭为根：维护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　　　第一节 家庭功能：以教化、宗教、经济
和政治为视角　　　　一、教化功能：“第一课堂”　　　　二、宗教功能：“力量的源泉”　　　
　三、经济功能：“救生筏”　　　　四、政治功能：“国家的核心” 　　　第二节 家庭本位：批
判的继承和有益的补充　　　　一、批判的继承：相对于传统家庭本位而言　　　　二、有益的补充
：相对于西方个人本位而言　　第五章 依法严管：提供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　　　第一节 “管得严
”的理念：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一、透过形式看内容：秩序先于法律　　　　
二、讲求实际：法律要适合社会需要　　　　三、惩恶扬善：给守法者最大保护和给罪犯严厉的法律
惩罚　　　第二节 “管得严”的内容：以立法、执法和惩罚为视角　　　　一、立法：严明、严密　
　　　二、执法：严实、严正　　　　三、惩罚：严厉、严峻后记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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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管得严”的理念：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自由与秩序的良好结合。
李光耀认为，在西方，随心所欲的个人权利大为扩张，已到了以破坏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地步。
相反，在东方，主要的目标是拥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这样每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其自由。
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会出现于相互冲突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
李光耀说，以下事例包含着美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全部差异：美国解决可怕的毒品问题的方法是跑到世
界其他地区，帮助别国的反毒品机构尽力制止毒品供应。
它提供直升机，打击贩毒集团，如此等等。
当它遭到挑战，他就逮捕巴拿马总统，并把他押解到佛罗里达接受审判。
新加坡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它不可能去缅甸把那里的军阀抓起来。
新加坡所能做到的是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在新加坡的任何海关官员或警察，当他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
，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就可以要求此人进行尿检。
一旦尿样中发现有毒品，此人立即被送入医院。
而在美国，如果某人这样做了，那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他也将遭到起诉。
在李光耀看来，个人不可侵犯的观念在美国已经成为教条，相反，却没有任何人介意美国军队到别的
国家逮捕他国的总统，并把他带回佛罗里达投入监狱。
他说，无论如何，这种重点对外的方式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的毒品问题。
而新加坡方式固然不能消除这一问题，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危害，新加坡过去的作为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
可以这样说，新加坡之所以管得严，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秉持着如下理念，即自由只能存在与一个
有秩序的社会。
上述理念具体体现在如下原则之中。
一、透过形式看现实：秩序先于法律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自然也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前
提。
但是，李光耀却透过“法律先于秩序”的“形式”，看到了“秩序先于法律”的“现实”。
修读法律的学生，都会学习“法律与秩序”这个短语的意义。
在一个稳定既成的社会里，法律看来是秩序的先锋，有好的法律，才会产生良好的秩序。
这正是修读法律的学生所要懂得的一种形式。
但是，李光耀指出，如果把这个短语改成“秩序与法律”，那么，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维
持和平安宁的严酷现实，就可以作更准确的描述，因为没有秩序，法律便不可能运作。
李光耀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只有在秩序已经确立，条规能够施行的时候，才有可能依照预先确
定的法律条规，制订国民与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国家之问的人际关系原则。
当先行条规不能制止日益混乱和违抗政府的情况发生时，就有必要制订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持秩序
，使法律能够继续治理人际关系。
否则，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就会取代秩序了。
李光耀是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才生，并于1969年成为伦敦内殿法学协会名誉主管委员。
毫无疑问，李光耀致力于新加坡的法治建设。
但是，正是基于新加坡当时的混乱秩序，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动用特殊的拘留权力，如以公共安全
法令拘捕政治犯，以刑事法律(临时条款)法令对付私会党徒。
这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相反，如果人们废除逮捕和扣留的权力，而坚持根据刑事讼案中的严格法律证据，来进行公开审讯，
那么，法律和秩序就站不住脚。
这绝对不是言过其实，因为你虽然名义上还有法律、秩序和行施法律的力量存在，但它原本是要消失
的。
对于许多这类案件，你所面对的抉择，如果不是通过要求审讯的程序，让一个犯罪的人逍遥法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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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危害社会，就是把他监禁起来，不加审讯。
这种特别权力似乎不能符合人身保护法令的概念，也不符合两世纪以来和平非革命的英国所宣扬的个
人自由，但是，新加坡人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却使政府认为有必要断然摒弃英国的模式。
李光耀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在某些形势、某些范围内，曾离开一些司法常规，特别是一些有
关个人自由的原则：为的是要维持民主和法治的标准；为的是在保全法庭的存在；为的是要保持须由
法官主持审判，决定是非；为的是要维持警方必须提出证人，而某一罪案的证人必须提供确证，而证
据必须符合证据法令。
因此，李光耀说，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如果你大谈“法律与秩序”而谈出题外，完全不理会眼前所
面对的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可能会无意中给自己种下祸根。
因为归根究底，如果国家瓦解了，所有法律条规将消失无踪。
二、讲求买际：法律要适合社会需要讲求实际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十分强调法律要适合社会需要。
李光耀说，从19世纪一片祥和的英国背景中凝练出来的法律原则，与实际应用在今天英国的，已经有
段差距。
同样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经济条件都远不如英国的马来亚，鸿沟更加扩大。
人们必须设法在既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上，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如果不顺应人们自己的环境修订条款、调整原则，只是一味蛮干、盲目施行，不啻自取灭。
因此，人们“不但要对航海的重要理论有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得从个人的实际经验中知道哪里有
礁石，哪里有浅滩。
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条规，只要我们的目标纯正，而且善于寻求符合社会需要的行得通的形式，那么
，正义和公平便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确立起来。
相对地说，现实比形式更加定型。
所以，要是我们因为现实不能轻易改变，而让形式定型下来，恐怕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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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后记，想要记录本书撰写的前前后后，叙述与之相关的事事人人。
但是，几经动笔，却一直延宕到就要印刷出版的当头还未完稿。
究其缘故，是因为来自新加坡的关注，既让我提笔时感到兴奋，更令我落笔时格外郑重。
一、国会辩论和观点引用2007年4月的第二周，新加坡国会就公职人员薪金调整问题展开了辩论。
新加坡政府历来强调“高薪养贤，厚禄养廉”。
这次薪金调整，新加坡超级公务员和政治职务的薪金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国会辩论中，新加坡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双方唇枪舌剑，各自据理力争。
4月10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题为《是否应向欧洲三国看齐？
李资政刘程强针锋相对》的如下报道：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后港区)昨天在国会上引述联合国在2005年
发表的一份报告，以丹麦、瑞士和芬兰三个欧洲国家为例子，指出我国无须以高薪来吸引人才加入民
事服务行列，并且质疑政府调整部长薪金的必要性。
他指出，高薪的瑞士公务员的薪金介于6万9000元和40万2000元，比我国公务员来得低，但是当地的生
活水平却年年名列前茅，我国政府应考虑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为参考依据。
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席上听了他的发言之后按捺不住，立即起身针对这个论点提出质疑，两人因此展开
一轮争论，不过刘程强并没针对李资政的问题直接回答。
李资政对国会说：“瑞士或芬兰或丹麦模式的政府，是否能在他们国内取得相当于新加坡的成绩？
更不用说把它们那套搬到新加坡来了。
请这位议员解释一下。
”刘程强答说：“我是根据从联合国取得的报告这么说，根据它的估计，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政府
表现并不比新加坡差。
他们的条件和我们不同，但我们不也是以达到瑞士的生活水平作为目标吗？
”李资政接着说：“这位议员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是否在进行同类比较？
他是否认为芬兰或丹麦或瑞士可以将自己国家从第一世界带到超级强国水平？
他是否知道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我们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我们的对外贸易额是国内生
产总值的3.5倍，香港则是3倍，我们还比它高。
如果经济倒了，新加坡将完蛋，新加坡的第一世界国家地位也将消失。
丹麦、瑞士和芬兰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们倒了，还有欧洲作为后盾。
如果你在这里倒了，就要倒回东南亚的水平，看看你周围的情况。
”刘程强反问道：“内阁资政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支付这么高的薪金，就注定要失败？
我却不认为，即使我们给予高薪，现任政府有能力把新加坡带到超级强国的地位吗？
。
”李资政答说：“他(刘程强)把新加坡和丹麦、瑞士和芬兰相比，仿佛我们和它们一样。
它们的制度和政府从未带来我们所带来的蜕变。
它们的腹地较大，可以容许一个平庸的政府。
新加坡的面积却少于’700平方公里，我们建国时才少过600平方公里。
丹麦、瑞士和芬兰的制度能够为新加坡带来蜕变吗？
”刘程强接着问道：“内阁资政是以什么为依据，认为新加坡若采用丹麦和瑞士那套，就不会发生同
样的蜕变？
虽然我无法保障那会发生，但是我想知道以内阁资政的智慧，他为何认为行不通。
”李资政答说：“我想请这位议员解释他为何认为新加坡可以和丹麦、瑞士、芬兰相比。
看看他们国家的面积、资源、人民的历史。
再看看新加坡的面积、历史和人口的背景，要做到从1959年或1965年至今的巨大转变。
你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政府和一批非凡的官员来支援，才能有今日的成绩。
如果你恢复到我们周围的平凡制度，你就会降到那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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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简单。
不到7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无法保证能够保持现有的地位。
”2007年4月12日中午，我读到了当日《联合早报》刊登的《李显龙总理华语发言摘要》。
发言开篇说道：我们这几天辩论的部长薪金问题，是政治上最不讨好，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我们不容易说服人民接受这项调整，因为很多人的直觉是部长的薪金已经不少，刘程强还说这是个“
天文数字”，要加薪显得没有道理。
他们会问：“难道一年赚120万元还不够吗？
要多少才够。
”我们要说服人民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薪金政策是确保新加坡继
续拥有一个好政府：继续拥有诚实能干的领导人的关键策略。
身为总理，我在衡量了情况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去调整部长和公务员的薪金。
因为多等几年，可能流失一两批人才，削弱国家领导的阵容和政府的办事能力。
与此同时，我也有必要使人民明白我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不是自己的薪金。
我于是决定将我本人未来五年的加薪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有诚实能干的领导人，是新加坡政治独特之处，也是我们十分关键的优势。
我们的政府能力强、效率高，而且清廉。
更重要的是政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学校。
工人有好的工作，人人都有好的居所。
这样的现象不是自然而然，从天而降的。
这是全体新加坡人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政府领导有方，关注民生的结果。
紧接上文，李总理指出，新加坡的成绩有目共睹，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提及
本人的新加坡研究。
他说：杨莉明议员前天提到的深圳大学的吕元礼教授，就曾在新加坡逗留，全面研究政府的管理体制
。
他正在写一部书来讨论新加坡的制度，他问了两个问题：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活力？
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
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自己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
议员可以思考，国人也应该慎重考虑。
李显龙总理的华语发言最后指出：如果我要避免部长加薪所带来的麻烦和争论，大可多等几年或者束
之高阁，退休了，是别人的问题。
我相信现任的部长不会介意，一些新加坡人也不会感到不满，而追来问我为什么不调整薪金。
但是，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大，最终将损害政府的素质。
我知道薪金的调整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还是提了出来。
我有责任这么做，也有责任向人民解释，更有责任维护国家长远的利益。
新加坡人向来信任人民行动党政府，因为这是个诚实、信得过的政府。
他们知道政府一心一意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一再交出好成绩。
我呼吁人民支持这项政策，使我们能够引进一代又一代才干出众的领导人，使新加坡继续繁荣昌盛，
使人民继续有理由相信这个政府。
李显龙总理的发言，平实而贴心。
由于加薪后新加坡总理的年薪将达300多万新元(1新元相当于人民币5元)，有人质问这是否会让人们冲
着这400万元去当总理。
李显龙总理的如下回答，让我反复掂量，思忖良久：我并不担心有人为了那400万元而当总理，我害怕
的是有人为了获得4亿元的台底交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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