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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透视论坛 2021研讨会上，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指出，我国可把冠病危机

视为“重新开机”的契机，就社会不平等、绿色能源和社会团结三大议题“重新设定”。 

“重新设定”也是这项常年研讨会的主题。 

“重新开机”和“重新设定”都是电脑语言，符合数码时代的思维方式。这三大议题如何“重

新设定”，首先必须取得国人的普遍共识。 

其实，“重新设定”并不表示我们过去所做的都是错的，冠病疫情突显过去一些受关注的议题

变得更为迫切。社会的公平公正，本来就是一个热门公共议题。提高蓝领技术工人的收入，缩

短贫富差距，早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上。让国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不让弱势家庭的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等等的政策早已有了规划并逐步推展。 

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实际可行的方向。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不能单从职位和

薪金的高低来衡量，在“平等”的概念下，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都必须获得相应的回报和赏

识。 

抗疫战中，让人看到前线人员的无畏和奉献精神，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一般护理人员，他们的服

务平时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甚至有时在工作上遭受公众人士的不公平对待。 

民间组织在疫情的困难时期，通过物资、食物的捐献和义工的时间与精力的付出，发扬了集体

互助精神。 

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社会服务上表现出专业服务精神的一群人，在危机时刻，更突显其角

色的重要性。新加坡唯才是用的体制，如何给他们更公平的对待，显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去年底，政府给 7万名前线护理人员一个月的额外花红，以表彰他们在抗疫战线上的表现，这

仅是聊表敬意。长远来说，他们的地位与形象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 

推动社会思维的“重新设定”，教育是重要的一环。 

我国的教育制度已从“人生前 20年的学习”往“终身学习”的目标转型，颠覆性科技的发展

一日千里，意味着学校所学习到的知识，并不能保障一个人的终身受雇或是事业发展。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久摆脱失业的纠缠，冠病疫情加剧全球的失业问题。我国从 20多年前就

关注结构性失业，到今天企业不堪打击一夜之间纷纷倒闭，情况更为严重，不少行业和工作甚

至从此消失。 

另一方面，生物医药、电子和精密工业等制造业领域则让我们看到增长的亮点，它们将会继续

是我国中长期重点发展的领域，而这些领域都要求知识与技术密度的提升。 

我们要改变所谓的“重知识轻技术”固有思维，学校灌输的知识就必须具有技术含量，而人们

从工作上学到的技术也必须建立在知识不断更新的基础上。 

因此，教育的转型只是一个起点，新的企业文化和工作价值观还有待形成。 



一个人的亮丽文凭已经不是未来成功的“保单”，正确的工作态度和不断精益求精的精神，可

能让一个人在职场和社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有技术有专业精神的人享有更好的薪酬，缩小和

知识型精英的差距，也有助于阻止贫富鸿沟的扩大。 

日本经济在进入 30年的经济衰退后，企业为了节省人力成本，采取散工制度，散工群体应运

而生，疫情带来失业潮，他们最先受到打击，这同时导致更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流落街头的人

年轻化，走向贫困的受薪阶级越来越多。日本在这轮疫情受到的经济和社会重创，对新加坡是

个警惕。近几年零工经济也在本地兴起，以合约形式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经济风暴一来，他

们必定是际遇最不堪的一群。 

建立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成功有赖于政府的可持续性政策，以及人们

思维的与时并进，而不是在疫情之后，就把今天的议题束之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