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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国之初，国防可以说是处于相对空白的境地，再加上随后驻防英军的撤出，就使

得国家的防卫处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但幸好新加坡及时做出反应，1967 年初议会通过国民

服役的修正案，并在数月之后实施。从此至今，国民服役已然跨过了四十多年的艰辛岁月。

建国之初新加坡面临两个选择，或者建立专业志愿军队，或者采用普通公民组成的义务兵

制，此二者之间，前者因长期服役会更为专业，但后者除了在资源占用上的考虑之外，还

可以额外提供一个全体国民向心的纽带作用。 

最近，强化国民服役委员会委托政策研究所进行的独立调查显示，在目前周边国际形势相

对缓和的情况之下，国人并没有认为国民服役是一件费时费钱的冗余活动，而是对其绝对

支持，并且还将国民服役当成是国民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可以相当安全地认

为，虽然未经战乱，建立强大国防力量的一个重要初衷，即通过国民服役来增强国民团结

的目的，起码已然达到。 

爱国在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抽象难明的概念，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在此情况之下，年轻国人

将最为宝贵的两年青春贡献给国家，可以看成是一位公民所能够做到的爱国心的至高体现。

因为即使在和平时期，不用提经济与时间上的损失，作为一名现役或战备军人，其军事训

练本身，只有保持一定的强度，才能使受训者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战士标准，以符合战时

的残酷要求。现代人平常游泳跑步都有可能引发心脏病，因此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伤亡。记

得去年 4 月，一位因吸入烟雾而导致过敏牺牲的军人，其母亲就在儿子去世之后每天去墓

地探看。就像这位令人动容的母亲一样，正是这些普通新加坡人，其实都非常清楚服役本

身在所难免的危险，但还是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了军营，用看似平常的举动，为这个国家做

出了和平时期最为显著的贡献。 

正是因为国人对国民服役的重视，因此导致了最近几年，对女性参与国民服役的相关讨论。

如果仅仅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目前周边情况缓和且兵源充足，可能并没有女性参与国民服

役的必要。但我们考虑到民众并不仅仅是将国民服役简单地当成保家卫国，而是培养纪律，

灌输正确价值观，并作为国民认同的标志之一。因此，虽然可能调查显示，只有一成左右

的女性公民，会考虑选择参与国民服役，但却仍然还有多达八成的国人表示，应该给女性

公民“选择权”，让她们能够志愿参与国民服役。这种愿望值得政府详加考虑。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其实即使是目前，虽然总体结构上女性并没有占

据显著位置，新加坡现役军人之中，还是有上千名女性。并且每一位女性也都会有自己的

父辈、兄弟或丈夫、儿子为现役或退役军人。她们的贡献并非一定要以直接参军这一形式

体现，就如前面提到的母亲，她们的贡献虽然是间接，却同样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对目

前服役作结构上的调整是否真正可行，女性在婚育年龄时参军，是否会对目前已然低迷的

生育率，产生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基于同样原因，有近八成的国人认为，应该让豁免国民服役的第一代永久居民服役。我们

姑且不提强制第一代永久居民是否合理，但无疑正如女性服役一样，为有服役意愿的第一

代永久居民，提供一个“志愿服役”的选项，或许可以考虑。一方面它是国人基于身份认

同的要求，另一方面第一代永久居民之中，也确实会有希望能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人士。

并且两年左右的服役时期，无疑将会是一个融入本地社会的催化剂，多方共赢，何乐而不

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