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企业： 我国经济增长潜能可达 5.5％ 
周文龙  

2015 年 04 月 20 日 

     陈企业表示，从新加坡经济的稳定性和坚韧性，以及中国积极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对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新加坡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来看，新加坡中长期 经济发展依然乐观。  

 

    新加坡经济目前虽然放

缓至 3％左右的水平，但如

果以新加坡中长期经济发展

来看，新加坡经济增长潜能

其实可达到 5.5％。 

    知名经济学者、新加坡

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

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

企业博士指出，新加坡经济

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从

过去每年增长 5％至 6％，

如今已放缓至 3％至 4％的

水平，但实际上新加坡经济

放缓是人为的压抑，包括政

府对外劳增长速度的控制。 

    他也表示，从新加坡经

济的稳定性和坚韧性，以及

中国积极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愿景，对作为区域

经济中心的新加坡所带来的

正面影响来看，新加坡中长

期经济发展依然乐观，新加

坡经济增长潜能可达到

5.5％的增幅。 

    陈企业昨天在本报主办

的华语投资讲座上，分享了

以上看法。 

     

陈 企业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潜能可达 5.5％，但由于一些人为的压抑，包括

政府受到民意的压力，急速减少外劳的供应，造成经济增长放缓至目前约

3％的水平。 （陈国明摄）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潜能是可以达到 5.5％，但由于一些人为的压

抑，造成经济增长放缓至目前约 3％的水平。这当中就包括政府受到民意的压力，急速减少外劳的

供应，造成外劳增长速度无法与市场挂钩。” 

    对此，陈企业认为无论是公众或政府应更理性地看待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非理性地“向内

看”，对外来劳动力都采取排斥的心态。 

    陈 企业说：“新加坡要继续取得增长和发展，依赖外来劳动力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经济好的

时候，我们更需要抓住外部需求强劲的机会，聘请更多外劳。可是现在当 外部环境非常有利时，我 

们反而是刻意紧缩劳动力市场，导致企业成本上涨，也挤走了额外业务增长的机会，让经济以较缓

慢的速度增长，这其实并非明智的做 法。” 

    因此，他认为，一方面人民必须理解和接受，政府朝向让外劳人数控制在总劳动队伍的三分之

一的人力资源政策，是为了积极推动新加坡经济 持续增长，从而为人民创造更良好的就业机会。另

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也不应一味走向民粹主义，而是必须用人民熟悉的语言，加强解

释、说服和教育 人民，让人民意识到新加坡要取得长期的经济抗压能力，就必须做出一些取舍。 

    随着新加坡步入新阶段发展，除了继续提高生产力，也推出未来技能培训计划（SkillsFuture）

等举措，协助国人学习新技能，做好准备应对未来挑战。陈企业认为本地企业除了可学习德国，加

强员工的在职培训，也应加强中英双语能力，以迎对更广大的中国市场的机会。 

对中小企业培训 

应该更有针对性 

    此 外，针对中小企业的培训，陈企业认为培训课程应该更有针对性，根据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

的实际需求来配置“药方”，并且用中小企业更熟悉的生活语言来授课， 而且接受培训的应该是管理

人员，而非一般员工。他也提到，最近与约 50 个中小企业展开的培训课程，就是先通过一些竞争指

标来确定中小企业有待提升的地方， 再由该行业的成功企业提出相应的培训课程，之后再由专业导

师进行培训。 

    他认为，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中小企业将取得更显著成果，在人才发展,品牌建设、区

域化管理、发展战略等各方面的知识技都达到提升。 

    约 400 人出席了本报在乌节文华酒店举行的 2015 年华语投资讲座“羊年理财有妙方？”。讲座的

主要赞助机构为远东机构，网上合作伙伴为联合早报网。 

    另外三名主讲者也提到，在全球经济依然增长缓慢且充满未知数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市场其实

仍充满许多机遇。更重要的是，投资者无论是根据经济走势，在股市、房地产、外汇等各类投资产

品投资，都应抱着投资而非投机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