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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 2025 年，安华政权已经 走了一半。第一年着重在政权的稳定；第二年着重在重组

政府补贴和推动经济成长。 

接下去，安华政权要为选举做准备。安华志在相位，必须赢得选举，特别是人民公正

党党选和下一届全国大选。 

安华想要继续任相，就要壮大人民公正党。安华要在接下去的公正党党选稳坐党主席

位子，并非难事。难的是，目前趋向保守的公正党和巫统的区别是什么？公正党的多

元理念还有哪些卖点？现阶段的答案恐怕是模糊的。 

以目前的发展剖析，下届全国大选，仍是多党竞逐选举的格局。各党如何合作和竞争，

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有一点是基本需要的，公正党要赢得可观的国会议席数量，才有

底气施展合纵连横，以期再度任相。 

安华政权的执政模式，既有继承既定做法，亦在既定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做法。 

过往国阵模式从独立初期联盟模式到扩大至 11 个成员党的国阵模式。接着进入大国阵

的超稳定阶段。当年的超稳定格局具有钳制民主的倾向。随之巫统一党独大的大国阵

模式成了不倒翁；不败的政治神话。欲解构政治神话，就要解构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叙

述。 

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解构了大国阵不败的神话，留下一个小国阵。我们解构了超稳

定的格局，但我们并未释放社会的自由精神。我们的社会氛围越来越压抑。 

在经历民联至 2018 年的希盟模式之后，马来西亚政局在喜来登行动之后进入多变的年

代。换了几位首相之后，稳定成了一种需要。政治需要，亦是社会需要。 

不但政权多变，多党竞逐政治武林，就连希盟在反对党时期倡导的多元政治，也急速

在稳定重返政治叙述舞台的脉络发展中变得脆弱。多元易碎；稳定易于操作，有利于

新政权打造新的政治领导权话语。 

自 2022 年底上任以来，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以稳定政治为核心、发展经济为重任，企

图开展安华政权的执政模式。这种模式以确保政治稳定、确立政权的领导权为首要任

务，并通过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步伐，为国家发展奠定长远基础。在单元意识形态包



围脆弱多元的大环境下，安华政权的基调是，这种团结政府的治理模式不仅是应对复

杂政治现实的务实选择，也是推动昌明经济崛起必备的理性条件。 

对安华而言，稳定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执政成就。政治稳定是巩固政治领导权的前提。

通过确立自身的政治领导地位，安华不但加强协调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利益矛盾，更增

加对砂拉越与沙巴的拨款。2025 年，沙巴州选在即，这点会继续下去。 

然而，随着马来西亚社会结构的快速演变，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

战，尤其是在如何与年轻世代建立有效联系以及解决经济问题上。所谓解决经济问题，

不能只是依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备受看好的经济数据与各行各业和家家户户

实际生活境况的距离到底有多近，或多远？ 

尽管安华政权在政策层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在争取年轻选民方面仍面临严峻考验。

目前，年轻世代包括 16 岁以上的青少年的人工智能世界和上一代的生活世界是有差异

的，而传统的校园活动和重复性的青年政策已经难以吸引他们的关注。现实是骨感的，

当年的青年才俊如今是阿姨和大肚腩叔叔。 

为了打破近年来的选举劣势，希盟各党需要推出更有针对性、创新性的互动模式活动

专案，而非继续沿用老套方法。依赖执政州青年理事会的做法，就是一个过时的做法。 

安华作为首相，并非以单一联盟的多数优势执政。马来西亚的多党联盟与议题多元化

的政治生态，使得政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协调不同党派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安

华选择以政治稳定为首要目标，通过确立政治领导权来巩固昌明政府的治理基础。他

采取了一种“务实妥协”的策略，在维持政府内部一致性的同时，逐步推行有关经济

分配和国家治理的改革。 

姑且不论有关民主政治和制度性改革的诉求，这种稳中求进的策略，不仅维护了国家

政治的整体和谐，也为巩固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华政府的执政模式在追求稳定的

同时，也强调兼顾改革的可持续性，展示了其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把握。 

安华政权面对的批评，首推民间组织对于制度性改革的诉求。批评者认为安华政权的

改革步伐过于缓慢，这样的批评是否是当前社会的心声，选举时将见分晓。 

2025 年，安华政权需要继续利用这种政治稳定的局面来推动改革，但改革范围不能停

留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层面的改革，也需要涵盖民间诉诸的政治层面的制度性改革，同

时增强社会信心，创造经济增值的新条件，拉近经济稳步增长与百姓境况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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