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2012 年龙年同列 10 年来最高纪录 去年逾 3 万 3000公民宝宝诞生 
分析师指出，这归功于政府的政策奏效，但也有学者认为，国人对新加坡未来的

展望更乐观，因此更愿意在这里成家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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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去年有超过 3 万 3000 名公民宝宝出生，和 2012 年龙年同列过去 10 年最高纪录。

此外，公民结婚总数也止跌回升，创下 17 年新高。 

有分析师将这归功于政府的政策奏效，但也有学者认为，国人对新加坡未来的展望更乐

观，因此更愿意在这里成家生子。 

公民结婚总数止跌回升 

总理公署国家人口及人才署昨天发布《2015 年人口简报》，新生儿诞生和新公民入籍推

动我国公民人口增长 1％，达到 337 万 5000 人。公民人口比率维持不变，占六成。 

去年的公民新生儿达 3 万 3193 个，和 2012 年（龙年）同列过去 10 年来最高纪录。本

地整体生育率也稍微增加，从前年的 1.19 上升至去年的 1.25，各种族的生育率全面上

升。 

我国去年也有更多佳偶终成眷属，公民结婚总数止跌回升，达到 2 万 4037 对，比前年多

10％，并创下 17 年新高。本地公民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保持平稳，男性为 30.1 岁，

女性则是 27.9 岁。 

随着新加坡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跨国婚姻（公民与非公

民结婚）也继续占公民结婚总数的超过三分之一，达 37％。 

新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顺福博士认为，政府之前推出的一系列结婚与生育配套

措施看似已奏效。 

他指出，育儿优先配屋计划（Parenthood Priority Scheme，简称 PPS）和育儿短期

住屋计划（Parenthood Provisional Housing Scheme，简称 PPHS），协助年轻订婚

情侣和夫妇尽早实现拥屋梦。此外，为职业父亲设的一星期陪产假（ paternity 

leave），也为本地夫妇制造结婚生子的有利环境。 

江顺福说：“再加上最近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措施，我相信下来结婚人数和出生婴儿

应该还会继续增加。” 

新跃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特斯拉（Walter Theseira）则指出，国际研究显示，个别鼓

励生育的政策其实并没有呈现太大的成效，专家也无法肯定生育率增加是否因政策改变

所致，或由于社会与文化所发挥的影响。 

他说：“国外的经验显示，类似的政府福利政策有助鼓励已婚夫妇提早生子，但不一定

会增加每个家庭的孩子总数，或鼓励更多人结婚。”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梁振雄博士认为，很多人决定结婚生子是因

为他们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说：“新加坡过去几年来虽然也面对淹水和地铁故障等问题，但国人对国家未来的整

体展望还是很正面的，所以可能也更愿意开始成家。”要继续增加本地人口，梁振雄提

议吸引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回国定居。 

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数今年保持平稳，达到 21 万 2500 人，较去年的 21 万 2200 人微增

300 人（0.14％）。 

梁振雄说：“如果我们每年能吸引约 5000 户家庭回国，尽管数字不是很大，但这毕竟

是个好的开始。” 

另一方面，我国公民人口继续老龄化，年满 65 岁的公民比率达到 13.1％。特斯拉说，

政府已经在基础设施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为老龄化人口做好准备。这包括建造更多医疗

设施，以及推出建国一代配套和乐龄补助计划等。 

他说：“我更关注的是，有年迈父母的家庭要如何肩负照顾年长和年轻一代家庭成员。

我们要更仔细研究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因为这可能影响他们日后的退休能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政府可继续引进足够的新移民，为我国经

济作出贡献并提高整体生育率，但同时也应顾及本地公民的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