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研究院最新调查研究显示国人对身为新加坡人感自豪 
如果以2006年完成的一项针对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国际研究所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

新加坡人对国家 的自豪感可排在第五位，仅次于美国、委内瑞拉、澳洲和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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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经济情况好坏与社会如何变迁，都没削弱新加坡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感。 
 
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昨天发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国人都有很强烈的

国 民荣誉感，并对身为新加坡人感到自豪。同时，人们的政治参与感也加强了，并且更愿意作出

贡献。 
 
这项调查也发现有85％受访者同意投票是让政府了解人民对其施政满意度的最有意义方式，比

1998 年的72％明显增多。 
 
不过，调查报告指出较年轻的受访者及经济社会条件较好者，都倾向于认为除了投票之外，还应

当 有其他管道让人们表达政治观点。 
 
这项关于国民对国家认同感的调查研究（Citizens and the Nation: National Orientations of 
Singaporeans Survey），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和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许林珠博士联合主持。调查人员是在2009年2月至5月间透过面对面访问 2016名不同种族、不同

收入阶层及居住在不同类型住屋的21岁至64岁公民，以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系列关系到国家认同

感和政治参与感的课题。 
 
他们的研究包括透过国民自豪指数去衡量人民对新加坡感到自豪的程度，并发现去年的调查结果

和2005年不相上下，达到17.2点。如果以2006年完成的一项针对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国际研究

所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自豪感可排在第五位，仅次于美国、委内瑞拉、澳洲

和奥地利。 
 
这是政策研究院至今所展开的第四次类似国民调查。它每隔五六年进行一次调查，包括以公民和

国家的心理联系指数去衡量人民对国家的效忠感。之前的三次调查分别在1993年、1999年和

2005年举行。 
 
在这次调查中，有95％的人认为国民应有更多管道对政府政策发表看法，这比1998年的79％来得

高；至于认为每个国民都应有表达观点的同等自由者，也多达97％，其中以年轻人居多。这个比

例也比1998年的87％来得高。 
 
即使政府有必要迅速作出决定，有97％的受调查者也要求它在作出决策之前与民磋商。这比1998
年的73％高出许多。 
 
这次调查也发现有近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加入公共机构如市镇理事会、社区发展理事会和人民协

会的基层组织服务，比1998年多了一倍。当询及是否考虑加入非政府组织，如专业团体或公民组



织时，则有58％表示会考虑这么做，也比1998年的39％高。至于认为个人缺乏参与政治机会的人

则从1998年的43％显著减至20％。 
 
学者认为这些调查结果都显示人们的政治参与感和公民意识都提升了，因此也对参与政治抱着态

度积极，并且更加期待政府与民众加强接触。 
 
至于那些表示不积极参与政治的受调查者，有68％表示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强烈的观点，7％则

表示没有机会发表政见。认为缺乏有效管道可让他们发表意见的，则有13％。 
 
大部分受访者是把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同有关的部门直接联系或投函报馆，视为对公共政策课题

表达看法的三个最有效管道。 
 
政策研究院对受调查者的提问还包括他们对新加坡和身为新加坡人的感受；到海外工作时是否会

放弃新加坡国籍；是否会不计个人利益争取国家权益；以及是否愿意牺牲个人来保卫国家等。他

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显得相当积极。 
 
学者从这次调查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社会意识提高了，并且能自在地同其他种族的国民交

往，同时也愿意向遇到困难的国人伸出援手。 
 
对于政府吸收外来移民和外来工人政策的看法，有63％受访者担心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会削弱原

有国民的“一个国家，一个国民”（One Nation One People）的意识。在1998年的调查中，只有

38％持有这种消极看法。 
 
不过，当询及如果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是否应该引进更多外国工人时，却有66％表示同意。学者

认为这反映出一旦是出于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国人对外国工人的接受程度将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