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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今年 2 月展开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经

济危机并未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多数也认为他们有能力凭本身的实力渡过危机，也对政府出

台的应对措施有信心。  

  研究院通过尼尔森（Nielsen）公司的每月电话调查，针对 1003 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并分析

其中 817 名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答复。  

  根据调查结果的分析，总体来说，经济危机并未对就业前景、储蓄和收入造成严重的冲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1 岁至 29 岁刚到社会工作者，及 40 岁至 49 岁有沉重家庭负担的中年

人，最担心经济危机使他们的储蓄减少。  

  这项调查是在政府宣布财政预算案后一个月进行。政府在本财政年公布 205 亿元的振兴配

套，除直接给予低收入和年长国人经济援助外，也推出就业补贴计划，协助国人保住工作。  

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受访时说，除针对性地帮助低收入和年长国人，政府制定

援助措施时也应关注年轻人和中年人储蓄减少的问题。  

至于政府出台的政策有多大的帮助，33%受访者认为他们直接从中受惠，但 62%则认为援助措

施对个人没任何影响。不过，52%认为这些政策对国家有利。  

  许林珠认为，国人相信政府已采取足够的措施应付经济危机，并能凭本身的实力渡过难关。  

  所有年龄层受访者一致认为，税务和公共服务收费回扣，及财务援助最有帮助。收入超过

8000 元的人则有 34%认为，削减税率是协助他们应付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  

  如果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受访者能平均能撑 8.5 个月。21 岁至 29 岁和月入 2500 元以下者，

只能分别维持 7.6 个月和 6.3 个月。事业有成的 30 岁至 39 岁的人，情况只比 20 多岁受访者好一

点，平均可维持 7.8 个月。 

许林珠也指出，政府出台的多项援助措施并未影响国人自力更生精神。调查显示，82%的

受访者同意，人们应采取主动，并作出牺牲以渡过经济危机，而不依靠政府。  



  一旦失去工作，83%受访者表示

会依靠储蓄过活，31%会不计薪酬寻

找新的工作。只有 28%表示会依靠亲

友，7%表示会向政府求助。  

  她说：“国人普遍认同政府的看

法，相信保住工作是最重要的福

利。”  

  如果需要找一份薪水较低的工

作，受访者平均能接受减薪 42%。不

过，低收入和年长员工可接受的减薪

幅度较小，分别为 34%和 37%。  

  根据调查，国人普遍接受在我国

工作的外国人。70%认为，外国人在

本地工作，对他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影

响。对国家利益而言，只有 24%认

为，在当前的经济危机，外国人在新

加坡工作对国家不利。34%则认为外

国人对我国经济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