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名议员到李光耀学院当学员 

（2012-04-03）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联办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今年
学员来源更为多元，也迎来首名新加坡学员。他正是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消费者协会主席杨木

光。 

何惜薇 报道 

    办了三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

位课程，今年学员来源更为多元，也迎来首名新加坡学员。

这名学员正是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消费者协会主席杨木

光。 

  据了解，杨木光获颁奖学金修读该课程，但他昨天因公

务缠身没能出席课程的开学典礼，本报也没能联络上他。 

  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简称 MPAM）主任陈抗副

教授受访时说，杨木光是经过面试才被录取修读这项由新加

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联办的课程。 

  陈抗笑说，杨木光“有时比讲师还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政

策”，令课堂上的讨论生色不少。 

  “我们的唯一疑问是：他会不会太忙？” 

 

 

今年学员以处级官员为主 

    陈抗指出，了解到部分学员像杨木光一样仍须兼顾公务，大学允许学员在三年内完成原本在十

个月里可完成的课程。他透露，同样报读本届 MPAM 课程的北京万通实业董事长冯仑，就计划用这

样的形式完成课程。冯仑昨天同样告假，没出席开学礼。 

  冯仑也是世界未来基金会创办人兼理事长，该基金是这名中国企业家在新加坡设立的第一个私

募公益基金，曾捐赠 10 万美元作为国大和南洋理工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博士论文奖”的奖金。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成为国大

MPAM 课程首名新加坡学员。 



 

  除了杨木光和冯仑，本届 MPAM 课程 60 名学员还包括中国财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外

汇管理局，以及一些省份的厅长、镇长和乡长等。另外还有中国国营企业管理层、学校校长、公共

医院院长以及在台湾陆委会的官员等等。60 名学员以处级官员居多。 

    上一届 MPAM 课程收生人数则高达 80 个，当中 56%是厅局级官员。 

  据悉，派送中国领导干部往海外培训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已下令，不能再派人出国参加长期学位

课程。厅局级官员出国进修都得通过审批，这相信影响了 MPAM 的收生情况。 

正探讨吸引更多本地学员 

  陈抗对此不愿置评，只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学员拓展了视野，要求更高，他们不再满足于接

触新点子而是希望知道新点子是否适用于中国。为此，课程面对如何“时刻把触角伸向目标学员的挑

战”。 

  他也说，课程正探讨要如何吸引更多新加坡学员。例如，学员去年起可选择在考试时以英文作

答，课程也减少了必修单元，允许学员选修更多管理学院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其他课程单元。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在开学典礼上致辞时说，减少必修单元、增加选修单元，

是为了迎合不同背景学员的需求。 

典礼主宾是前副总理黄根成，他曾出任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

理事会和中新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的联合主席。 

身为总理经济合作特别顾问、星桥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根成指出，“新中关系对新加坡来说

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他目前致力于新中经济发展。 

  “通过政策讨论以及中新广州知识城等项目，我们希望借助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在海外投资、开

发和管理综合性城市和提供可持续的城市解决方案，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新加坡创造一个新

的增长平台。” 

   他提出三个让学员完成课程回到各自岗位后可采纳和实践的建议：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发展取决

于法制的理念能否贯彻到治理的各个环节；城市综合发展不光是城市 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通

盘考虑公共卫生健康、环保、产业升级、教育和医疗等，以及好的政策不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

有效地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