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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第 15 届全国大选中首次迎来悬峙议会，议会多党制

的局面正式成型。希盟在本次大选虽获得绝大多数的华、印裔选民支持，但是仅获得

约一成半的马来选票。主语主攻马来选票的国盟则成功取代巫统，以获得约五成半的

马来支持率成为马来政治的第一大党。马来与非马来选票往两边跑，正是本次选举产

生悬峙议会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政治极化一直以来都存在于马来西亚，而 2022
年大选的悬峙议会结果仅是将这个现象更突显出来。  
 
如何保障马来人的权益这个命题，一直以来都是大多数马来半岛的马来选民在投票时

最关注的议题。由阿末扎希领导的巫统在慕尤丁与依斯迈沙比里任相期间，试图扳倒

以马来政党为主的政府；加上部分马来选民在宗教与族群议题上向右转，即摒弃相信

各族群协和式的政治协商模式，巫统最终面临大溃败，巫统惨遭国盟取代成为马来选

民的主流选择。  
 
华、印裔则主要是关注经济与教育上能否受到公平对待来决定什么政党或联盟成为其

首选。当中的许多选民已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试图争取族群平等来展现少数族

裔的权益。两者差别在于，后者可能须摒弃宪法上所提及的土著 /马来人特权的条文，

即各领域的竞争上不再有土著和非土著的差别对待。对此，非土著今天主要是以较为

务实的态度，心中了解在无法扭转被差别对待的前提下，其至少能在教育、就业与经

商的领域仍可获得公平的对待。  
 
然而，马来选民所关注的马来人权益，更直白的说是马来人的政治尊严，一直以来就

和华、印裔所争取的公平对待多少有零和关系。加上近年来马来选票市场挥别了过去



Page 2 of 2 
 

巫统一党独霸的时代，各政党无所不用其极地要争取已分散的马来选票，当种族民粹

或偏锋式的呼喊更能获得支持的情况下，族群极化的现象更走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此，政府在施政上经常须要顾全大局，有时则被迫实行顺得姑来失嫂意的决定。正

因为如此，政治的稳定性则受到了挑战。  
 
以默迪卡民调中心在 2023 年 2 月份发布的民调来看便可发现出各族群间的政治想象

具有显著差异的状况。其中，非马来受访者对首相和政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马来选民。

这证明了为数不少的马来选民对团结政府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若未来政府的满意度开

始下滑，这时政府的正当性，必然会受到获得过半马来选民支持的国盟的质问。  
 
无可否认的是，国盟在野的这段时间，就政府施政方面完全无法提出建设性的反对与

替代建议，足以显现该联盟在理性问政上极具差强人意的形态。正是如此，希盟与国

阵更须当心，因为无法从施政上提出意见，则将让他们在即将举行的六州选举更以打

偏锋的姿态，即透过渲染和煽动种族与宗教议题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自新国会在 2023 年 2 月份正式复会后，相信大家也看到国盟国会议员许多让人啼笑

皆非的发言。反对党领袖韩沙错误将各季度的经济表现变动，错当成是年度经济表现

的变动，遭到经济部长拉菲兹的嘲讽。浮罗交怡国会议员甚至表示国会会议的发言可

能遭到国外的监听。这些让民间笑掉大牙的荒谬言论，却可以不及国盟提出房地部向

邻国建屋发展局取经会不利于马来人的言论而更受到马来社会的重视。以上种种的例

子皆可让我们发现到，许多政治问题在族群之间存在着南辕北辙的看法。  
 
在似乎陷入政治与种族极化的死结之际，我们或许可以从经济课题来着手。根据上述

所提及的默迪卡民调中心的选后民调，民众认为新政府最应优先关注的议题分别为创

造工作机会、薪资差距和带回外商投资。民间的看法似乎认为，只要脱离 2018 年后

政治不稳定的局面，并专注于扩大经济蛋糕，则便可刺激经济成长，进而马币的增强

将同时带动薪资水平。若薪资水平提升，强大的民间购买力可让整个市场复苏起来。  
 
2022 年大选的绿潮导致国盟的崛起，马来西亚也面临着种族议题极化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能让这个大火燃起来的其中一个因素，正是经济的低靡使到国人的荷包紧缩。

之后，选民借着政客所渲染的族群情感而获得政治上的寄托，使得大打种族与宗教牌

的政党得以迅速崛起。虽然族群问题在未来很有可能无法完全被克服，但是只要稳定

的政府不须把精力过于集中在政治的算计上，而是努力地将经济政策作为绝对优先的

工作，并阻止经济恶性循环的问题发生，相信最终便能减缓国内政治的极化现象，最

终可让政治与族群对立的气氛达到降温的效果。  
 
（作者为华研智库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