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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国家走向，也深深影响每个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过去10年里，李显龙总理领导的政府

制定的政策，对小市民来说，有什么意义？本报访问了来自各阶层的小市民，谈谈感受。 

政策决定国家的走向，也深深影响每个小市民的日常生活。 

李显龙总理上任后，尤其重视对弱势群体、年长者及贫困家庭的照顾。而总理亲切自然的风格，

也让他每到之处，都有“粉丝”要求上前与他合照。他自己更是经常自备手机，和民众一起玩

“自拍”。 

10年前的总理就职典礼，他打破惯例，特地邀请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小人物，包括德士司机、

小贩和体育选手等，为自己领导的政府定下了亲民、更具包容性的基调。 

当时的城市徳士师傅协会会长黄建忠（54岁）就是受邀观礼的小市民之一。直到现在，他还非

常珍惜这段回忆：“一生中有这么一个机会亲眼见证总理宣誓就职，真的感到很荣幸。” 

不只是他，在这10年里，李总理的风格，以及他领导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对老百姓的生活都

带来了许多改变。本报访问了来自各阶层的小市民，谈一谈他们过去10年过得如何。 

■人难请，还好有补助 

“过去10年新加坡发展很快，企业一定要跟上。政府鼓励我们提升技能，让员工进修，所以我

安排中医师每年为员工上课两次，让他们学推拿、针灸。 

我们的推拿店越开越多，不久前申请了政府津贴，开发中央电脑库，顾客无论到哪间分行，员

工都知道他们的病况。 

做生意不容易，现在最大挑战是人难请，但至少还有补助，帮我们渡过难关。” 

  ——林春发（68岁，拳器道医疗保健行创办人） 

■ITE改变了 

“我2007年毕业自工艺教育学院（ITE）。我喜欢烹饪，但当时没有烹饪系，只好进电脑系。

我和朋友当时都无心向学，一天过一天，感觉ITE代表“It’s the end”（完蛋的意思） 

经过几年兜兜转转，我成功当上厨师。去年，工教院新开的烹饪系有几名学生来实习，我发现

他们态度认真、专业，思想也成熟，和我们以前的态度差远。听说，学校还送他们到法国上课！

相比下，现在的学生真幸福！” 

  ——张弘青（27岁，厨师） 

 

 



■我拿到就业奖励 

“我是保安员，月入1000元，妻子打散工，收入不稳定。虽然没孩子，但手头还是紧。政府

2007年推出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后，我大概每3个月会领到七八十元现金，不算多，但

够付水电费。 

这计划不错，还有一笔钱固定填入公积金，可以拿来还房贷，鼓励我们继续工作，生活更充

实。” 

  ——谢文龙（50岁，保安人员） 

■生育花红更多了 

“我有两个女儿，现在怀了第三胎。2007年生大女儿时，生育花红是2000元；2011年生小女儿

时，花红涨到3000元。明年生儿子，花红更多了，有8000元。虽然生孩子不是为了拿钱，但红

包越来越大当然开心。 

我最关心孩子学业，现在学费还负担得起，比较担心以后上大学的费用，所以政府给的钱会尽

量储蓄，给孩子以后用。” 

  ——林芳亦（31岁，家庭主妇） 

■很满足，不想退休 

“我在旧机场路开啰惹摊40多年了。总理10年前宣誓就职时，我以小贩身份受邀出席，10年后

我还是小贩。虽然已经83岁，但只要健康，我不想退休，因为会舍不得。 

10年来，我的啰惹还是一样的口味，因为顾客喜欢老味道。虽然没改变，但生意越做越好，也

有很多新年轻顾客支持。我没什么新计划，因为生意够忙了，我也满足了，不想找压力。” 

 ——陈广生（83岁，小贩） 

■对特殊需要孩子的帮助多了   

“这一两年，感觉到政府和社会对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帮助多了。以前，很多方面我们都得靠自

己，也得不到别人的谅解。现在太和观和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MINDS）都有提供3小时

日间看护服务，让我们可以喘口气。现在，儿子出门搭巴士也有车资折扣，这是我们一些家长

争取了很久的东西，虽然折扣不多，但还是能帮到我们。” 

  ——育有一名弱智儿子的王静媚（44岁，兼职房地产经纪） 

■老人家能扣车资 

“现在有建国一代配套，终身健保有津贴，保健储蓄户头也会拿到200元填补，最近也刚刚拿

消费税补助券津贴。我偶尔会去做兼职清洁工人，出去搭巴士和地铁，老人家也有（车资）折

扣，所以生活还不错啦。” 

  ——建国一代陈赛玉（68岁，退休人士） 



■这里较清廉  

“中国腐败风气盛，我很讨厌这些东西，来新加坡后，觉得中国跟这里差很多。这里比较清廉，

议员常接见居民，让我很感动。2001年为照顾在这里读书的儿子，我也来到新加坡，在这里找

一份工作，一做就10多年了。儿子几年前服兵役时成为公民，我们也买了组屋，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了。” 

  ——永久居民陈志伟（51岁，食品物流业督工） 

标志性政策 

 社区关怀基金（2005年1月） 

拨5亿元，通过社区援助计划助贫困国人。 

 综合度假胜地（2005年4月） 

政府探讨兴建两座附设赌场的综合度假胜地时，在社会上引起不少争议。最终，政府打破建国

以来不开放赌场经营的禁忌，批准在滨海湾和圣淘沙发展综合度假胜地，提高了我国旅游业竞

争力，并制造数万个就业机会。 

 就业奖励计划（2005年8月） 

为助低收入者提升技能和提高工资，2007年推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把这个针对低收入者的援

助计划变成永久性的。后来，政府也推出就业培训补助计划，让低收入国人去上课提升技能时，

可获得更多津贴。 

 部长薪金（2007年，2012年） 

2007年，总理和部长的年薪配套平均调高25%，但这在2011年大选中成为一大争议点。大选后，

政府成立检讨委员会，最终下调所有政治职务的薪金，减幅从3%到53%不等，当中总理的薪金

就减了36%。 

 雇用补贴（2009年1月） 

当时，全球经济陷入谷底，为帮助国人保住饭碗，不被裁员，政府推出雇用补贴，帮助雇主支

付员工部分工资。当时推出的振兴配套，让政府承担历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首次获总统批准

动用国家储备金。 

 经济战略委员会（2009年5月） 

成立八个小组委员会，针对如何让经济持续增长提出战略。此后，政府不断鼓励企业和国人提

高生产力，并积极推动经济的转型。 

 加强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制度（2009年5月） 

非选区议员人数从最多6名增至9名，官委议员制度也被确立为永久性的，让国会有更多元化的

结构和辩论。 



 加薪补贴计划（2013年3月） 

雇主从2013年至2015年为总月入4000元和以下的新加坡雇员加薪，可享有高达加薪额的40%的

政府资助。这不仅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收入，也间接鼓励雇主聘用本地人。 

 终身健保（2013年8月宣布，2015年底实行） 

把推行23年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提升”为终身制，所有国人都获得医疗保障。终身健保的推

出加强了社会安全网，确保所有国人都有医疗保险，政府也为人民承担更大部分医药费。 

 建国一代配套（2013年8月） 

为大约45万名“建国一代”年长国人提供终身医疗援助，津贴也比其他群体还要多，以肯定他

们在建国初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现任前任总理面簿发表感言 

李显龙：感谢吴资政吴作栋：恭喜‘龙’ 

李总理今天上任满10年，他和前总理吴作栋今早不约而同在面簿网发表感言。 

总理感谢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国人及各网友，而吴作栋则表示往后虽充满挑战，但他会在背

后全力支持。 

李总理说能为国为民服务是他的荣幸。这些年来，不管是他见过的人、写信给他的人还是社交

媒体上的网友，他都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他们的积极参与对他来说更是意义非凡。 

最后，他特别感谢前任总理吴作栋交给他一艘好船，并继续指引他在风浪中前行。 

吴作栋则在面簿上表示，他是看了今早的报纸，才发现自己已交棒10年。 

他亲切称总理为“龙”，恭喜他已在风浪中掌舵10年，同时指出今后的道路将更艰巨，挑战也

将更大，但大家都会在背后全力支持他。 

积极寻找接班人 

李显龙总理曾说过，下任总理不是他说了算，而是新一代领导人是否能推选出他们心中的领导。 

据《海峡时报》，李总理上任初期就积极寻找接班人，如今他主政满10年，但政治观察家认为，

寻找接班人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战。 

国大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说：“目前，谁会接班还不明显。” 

在这之前，总理接班人都显而易见。如当建国总理李光耀把棒子交给前任总理吴作栋时，李显

龙总理已明显是下一个接班人。 

李显龙总理自2011年大选以来，委任了一批年轻部长并赋予重要职位，形成了目前的第四代核

心领导团队。 

不过，被问及是否已接近选出接班人时，李总理表示并不是他说了算，而是“新一代领导人得

推选出他们心中的领导”。 



承诺照顾所有社群 加强社会安全网 

“当国家取得成功时，所有的社群都会受益，没有一个社群会落在后头。我们会照顾那些教育

程度较低和年长的新加坡人，他们曾为新加坡作出贡献。同时，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照顾残疾者，

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2004年8月12日宣誓成为我国第三任总理后，李显龙总理在就职演讲中这么承诺。 

今天，正好是李总理就任10周年。 

这10年来，李总理领导的政府更积极地加强社会安全网，帮助中低收入国人和弱势群体，就业

入息补贴奖励、终身健保和建国一代配套，都是这份努力的佐证。此外，李总理也在两年前也

登录面簿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轻松有趣的文字和照片与年轻国人对话。 

接下来的路只会更崎岖。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

“当人民在各方面越发多元化的情况下，总理必须以合适且顺应民众需求的方式，与人民建立

联系，并拉近社会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