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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朝建设包容性社会的方向迈进，新加坡必须持续推行累进式的财政政策，使贫

困者获得更多社会援助，同全体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主管社会经济政策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表示，政府也会竭尽所

能不让国人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并为社会底层提供更多自我提升的机会以维持社会

流动性，同时将及早介入为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协助。  

 

他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举行的旗舰研讨会“2012 年新加坡透视论坛”

上发表题为“治理一个包容性社会”的演讲时，指出政府过去 10 年实行了累进式

（progressive）的财政政策，由高收入者承担较多的课税，同时避免加重中等收入者

的负担，最终成功让低收入者获得更多援助。  

 

他进一步解释，政府推行的累进式政策，指的是在降低所得税率并调高消费税率

时，通过各种津贴制度，包括就业奖励计划，以及房屋、教育及医疗等方面的津贴，

对低收入者及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援助。  

 

正因如此，我国每年才能从国家储备中取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至 3％的投

资收入，以应付社会或经济需求。反观日本、英国及美国，它们需要动用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 3％至 4％来偿还债务。 

  

因此，政府接下来还会继续实行这项政策，确保每个人不论贫富，都能为国家的

增长作出贡献，并分享经济果实。  

 

尚达曼指出，与其他全球化的城市相比，新加坡面临的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显著。

这是因为新加坡既是国家，也是城市，没有如中国、美国和其他大国可以依赖的腹地，

因此得维持开放的经济体系才能生存。  

 

他说，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提升的机会，以及

提高或维持社会的流动性。  

 

一个社会如果有大的流动性，无论上一代是贫或富，下一代都能有机会靠自身努

力取得成功。 

 

    不过，新加坡历经数十年的经济建设后，社会已到一个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不能

单靠已缩小的社会流动性，缓解贫富悬殊的现象。  

 

政府因此除了得依赖累进式政策，也须要及早介入，以免人们从小感受到贫富悬

殊的滋味。  

 

  尚达曼举例说，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该尽早协助有家庭问题的儿童，并鼓励学生积

极参加课外的辅助活动，让他们掌握技能以胜任不同工作。  



至于那些过去几十年来克勤克俭的年长者，早年因新加坡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无

法领取高薪而陷入困境，政府除了给予他们津贴，也会协助他们从屋子中套现，例如

让他们大屋换小屋，搬进专为他们而建的小型公寓。  

 

不过，尚达曼强调说：“没有任何政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你看看过去 10 年

我们对政策所做的修订，它们是挺大的。我们不断改进政策，每几年进行大调整，朝

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认为，除了政府的介入，社会及个人也应出力，手头较宽松的国人可慷慨解囊，

以加强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这有助于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搭建相互关心的

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