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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库政策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上，本地两位学者指出，越来越多年长者需要他人供
养的情况言过其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改变观念和调整相关机制。 
 
    年过四十“走下坡”的传统观念不再成立，越来越多年长者需要他人供养的情况

言过其实。本地两位学者昨天在有关生活与家庭的座谈会上指出，至今环绕人口课题

的论述过于悲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改变观念和调整相关机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对出席研讨会的 160 名

大专学府师生说，老一辈经历过战争和饥寒交迫的日子，许多人错失求学机会。但年

轻人却不同，等到他们年老时，其财务和健康等状况都会比现在的老年人好。因此，

人口萎缩导致更少人来供养每名年长者的情况，未必如想象中严重。  

 

埃利奥特举例，假设生育率达 1.24，每年引进 3 万名新公民或永久居民，以现在

劳动力为 15 岁至 64 岁来推算，到了 2050 年，每名满 65 岁的人只有 2.7 人来供养。

不过，如果把活跃劳动力的年龄调整到 25 岁至 74 岁，到了 2050 年，每名满 75 岁的

人则有五人供养。  

 

  埃利奥特也说，孩子与青年、工作人士以及年长者，不是互不相关的社群，有工

作的青年或年长者大有人在。如果人口萎缩的一个考量是工作队伍缩小，那就应该探

讨如何鼓励年长者继续就业，同时让更多年轻人通过实习和学徒计划等加入工作队伍。  

另一名学者、李光耀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浩典认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都面对人口挑战，过于忧虑人口问题可能导致错误的评估和反应。  

 

他说，许多人都觉得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储蓄和生产力都下降，也有

人担心这将促使政府推高税率，以提高社会开支。可是，随着人们工作更久，他们或

许有更多储蓄来养老，而新加坡目前的低税率则表示政府能在不影响经济竞争力前提

下，提高各种税务。 

 

    刘浩典说：“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关键是我们的政策和机制是否灵活。例如，

我们要如何调整公积金制度，应否为达不到最低存款要求者提供基本养老金？”  

 

傅海燕： 政府客观呈现事实  

 

这场由智库政策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主宾是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

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她受访时表示，透过讨论让学者提出看法和建议是有意义的。

她说，政府不是刻意显得悲观，而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新加坡人就国家前进的方向达

成共识。  

 

傅海燕也总结了人口及人才署过去几个月的公众咨询活动，表示不少人都希望新

加坡蓬勃发展，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高生活水平，也仍是宜居的地方。  

 



“国家的经济活力始终是重要的政治考量，但我们也听到希望工作与生活平衡，

以及生活环境更好的声音。许多人关心我们的基础设施是否不胜负荷。”  

 

她致辞时强调，要让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好的工作机会和高实际工资增长，就必须

有“具素质的增长”。“具素质的增长”则要求劳资政伙伴提高生产力和员工技能，

同时调节引进外籍工人的政策，建设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工作队伍。  

 

  人口及人才署的公共咨询本月底告一段落，该署将整合意见和建议，明年初公布

白皮书。公众可在本月 31日前到专属网站（http://www.population.sg）做出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