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尽管必须引进移民 不能假设生育率已无法提高 

  在政策研究院人口问题研讨会上，许通美指出，《人口难题》报告所设的情景假设生育

率停留在 1.24，并没有推算如果生育率达到替代率（即 2.1％）的情景。可是，OECD 成员国

生育率接近替代率，说明改善生育率并非天方夜谭。  

何惜薇 

联合早报 ，2012 年 5 月 4 日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昨天发表的《人口难题：人口推算》报告显示，虽然引进新移民能够壮

大劳动队伍，并有助缓解适龄工作人口萎缩压力，但这还是无法完全扭转适龄工作者减少的趋

势。  

  昨天出席研究院相关研讨会的多位学者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尽管必须引进移民来应对生育

率下降的问题，却不能就此假设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已束手无策。  

  与研究院去年 9 月所发布的人口报告，以及人口及人才署上月底所公布的不定期报告不同，

《人口难题》报告把非居民人口考虑在内。它以 2005 年的实际情况为参照，当年的生育率是

1.24。它也假设我国每年引入 3 万名新移民，而他们的生育率跟公民一样是 1.24，然后推算

引进不同非居民人数对人口产生的各种变化。  

  打个比方，如果生育率维持在 1.24，并且不引入移民，不但居民人口在 2020 年之后会开

始萎缩，适龄工作者（即 15 至 64 岁者）占总人口的比率也将从 2010 年的 74％减少到

71.4％。到了 2050 年，该比率更是进一步下滑到 57.3％。  

  2005 年，每四人中有一人是非居民。如果到了 2050 年每五人中有一人是非居民，适龄

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率将是 69.2％。如果把非居民比率增至 33％，适龄工作者在 2050 年占

总人口的比率则预料是 73％。  

负责研究的叶镁盛博士强调，报告不是要预测人口如何演变，也不是在为人口增长定下

任何目标，而是希望报告推算出的不同情景能作为讨论人口政策的参考资料。 

由于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者多年来都会视自身需要，提出理想（optimum）人口数目，

与会的研究院特别顾问许通美教授认为，应通过全国对话厘清这点。  

  “经济学者倾向要壮大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可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增长呢？近年的增长

恐怕是低质量的。我们也要权衡增长和社会凝聚力以及生活素质。”  

  许通美强调，理想人口数目的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只由经济学者去定夺，“就如打仗不能

只依赖将军”。  



  他也指出，《人口难题》所设的情景假设生育率停留在 1.24，并没有推算如果生育率达

到替代率（即 2.1％）的情景。可是，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生育率接近

替代率，说明改善生育率并非天方夜谭。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也说，与其一味靠引进移民来解决诸多烦恼，

不如自行解决生育率和相关问题。她举例，照顾年长者的工作未必得由外籍女佣承担，也能透

过改进护理中心等基础设施，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汇聚了经济、社会、人口学、政治等专家学者的研讨会上，出现一个普遍观点：国家应权

衡经济增长和社会需求。  

  研究院客座高级研究员杨南强说，随着人口的变化，过去社会保障压力全交由家庭和个人

承担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他说：“政府也应该扮演一定角色，例如在年长者护理方面，确保

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社区设施，或者是正视养老金是否足够的问题。”  

  他也说，未来的经济重心就在新加坡的周围，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中国和印度。

新加坡应找出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成为宜居城市。据他观察，世界上最能吸引人才的宜居城

市未必是诸如伦敦和纽约等大都会，而是旧金山和哥本哈根等。  

  联合国统计司司长、我国统计局前局长张保罗指出，规划人口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以家庭为

核心组织，但随着家庭成员越来越少，或许是作出改变的时候。一个改变是探讨应否接受过非

传统家庭生活的“另类生活方式”。  

人口多少才算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