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无法全面预测

未来，只能对公共设

施的建设提供规划建

议，但更重要的是，

它为我国未来的人口

蓝图提供了协商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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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白皮书  将产生什么影响？ 

联合早报，2013 年 2 月 4 日 

 新加坡日前公布

人口白皮书，全面提出未

来的人口政策规划。白皮

书预计，新加坡人口到了

2020 年将从目前的 531

万人增加至 580 万到 600

万人之间。到了 2030 年，

人口规模可能进一步达到

650 万至 690 万人之间。

届时，公民人口在新公民

的“补充”下将由 360 万

到 380 万人组成，永久居

民将保持在目前的 50 万至 60 万人的水平，其余则是非居民。为了让新加坡人组成社

会核心，政府在鼓励国人生育同时，也需要每年引进 1 万 5000 至 2 万 5000 个新移民，

以及批准 3万名外籍人士成为永久居民。 

   这项明确的人口政策规划，对于新加坡社会从短期到长期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凝聚方面是否可能引起争议或反弹？新加坡为这样的人口规模，应

该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心理方面做哪些准备？ 

    “白皮书发表后，坊间最大的反应围绕着 690 万这个数字。

已经被频频高涨的生活费打压的人们觉得吃不消，很难以平常

心来看待其他的资料。幸好这也只是白皮书——一份还没定案，

用来解释政府可能施行政策的大方针的报告书。发表白皮书的

用意在于把框架介绍给国民，并解释详情，同时也试探民众的

接受程度以及征求意见。  

  690 万人口的提出，是要让国民了解现在的拥挤是之前预算

有误而间接照成的。为了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状况，必须先亡

羊补牢再未雨绸缪。690 万这个数字，不代表人口目标，而是基

建的承载预算。国家发展部陆续推出的土地资源规划书希望通

过硬体的发展来安抚人们的焦虑。现在人民想多了解就是软体

的策略。不管国人多着急，房子、新的地铁及公路等无法明天

就建好。要建立安全坚固可靠的基础设施，需要一定的时间。

哪些在维持新加坡核心、针对社会方面的政策可以较迅速地改

善？生活费高涨，里面牵涉更复杂的问题，政府可以更深入并

且尽快地检讨调整政策。譬如在职场上遇到雇主对新加坡籍和

外来人员不公平的对待，谁来保护两者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平的价值观？ 



 
我是谁？我要向哪里

去？如何去？这三个

问题是制定战略必须

想清楚并回答正确的

问题。 
  

左海滨 青建国际

（南洋）集团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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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方面，有些学者不赞成白皮书提到的经济模式。现在医疗保健发达，乐龄

人士在职场上还可以继续服务，不一定到退休年龄就停职了。那还需要这么多的外来

人力吗？但是如果人口少了，来维持企业运作的消费者又要从哪里来？  

    另外，白皮书推算的经济成长是较保守的。万一因这个推算导致投资者觉得新加

坡市场在萎缩而引起连锁反应，这将会如何影响接下来六所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向往

的白领工作会不会变得僧多粥少？会不会造成更多国人需要到国外谋生而进一步缩小

新加坡的核心人口？  

    近年来，新加坡人有意无意地发出了排外的声音及动作。新加坡在其他国人的心

目中，地位或许有了动摇。一个可能对外有歧视的新加坡，还会是他们向往的新家园

吗？  

在鼓励国民往前看的同时，也得好好处理人们目前面对的生活，能否一起安稳地

走下去就要靠政府跟人民之间建立起有足够的诚信。白皮书无法全面预测未来，只能

对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规划建议，但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国未来的人口蓝图提供了协

商的机会。” 

“新加坡未来人口将达到将近 700 万人的传说，随着政府刚

刚公布的人口白皮书而有可能在未来慢慢变为现实。白皮书出炉

后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社会各阶层需要进一步的解读与消化，

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见解出现。  

如何消除人民对未来生活空间越来越拥挤的疑虑，让人民相

信，这是政府面临全球化及新加坡经济社会面临转型与结构调整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做出的战略性选择，无疑将考验执政者的执

政能力与智慧。 

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要说服民众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我是

谁？我要向哪里去？如何去？这三个问题是制定战略必须想清楚

并回答正确的问题。要推动新加坡社会发展及其内部认同，凝聚

全社会共识，确定正确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去实现目标，想必

执政者在制定新加坡国家战略时，同样需要慎重思考这三个问题，

并和民众一起完成这些答案。  

为应付未来人口增加带来的挑战，政府会通过制造、善用及重用土地等手段，增

加可利用土地面积，来满足人民住屋、基础建设等需求。政府也意识到要提前建设完

善的基础设施，为国人持续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对建筑、房地产业界，无疑上述消

息给业界又打了一剂强心针，意味着未来增加了许多刚性需求。由此可见，政府在公

布人口白皮书之前，推出的第七轮房地产降温措施可谓用心良苦或者可以称之为未雨

绸缪。 

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讲，可以感受到政府因应民间的声音开始采取行动，更对未

来进行周详的长期规划，能够做到即使人口扩大，未来仍可享受优质，甚至更美好的

生活环境。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只要方向正确，总能到达目标。” 



 
我们可以创造新加坡

模式，但这需要从经

济学的源头思考而不

要套用现存的经济理

论，这些理论多数是

为大市场的经济体准

备的，绝非为城市国

家准备的。  

 

胡猛 风和投资管理

总裁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

临物价飞速飙升、基

尼指数居高不下等诸

多社会民生问题，但

很少有人会把它们归

咎于外来人口的涌

入。  

蓝伟光 三达国际

集团总裁 

 
 

   “总有经济学家认为新加坡的持续繁荣需要稳定的人口增长，这似乎是一个人尽

皆知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但我不得不反复告诉这些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此

理论值得商榷。  

  作为一个人口承载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并不需要“五脏俱全”

的产业配置。这种经济体只能选择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

人口密集型产业。可以多发放工作签证，而毋需增加 PR 或公

民。外国人可以来赚钱，只要能创造“剩余价值”并缴税。可以

工作 10 年 20 年，但没必要留下来退休。至于人口老化，需要

对传统经济学的定义修正，特别是关于老化的年龄和老人消费

力的重新定义。  

当然前提是经济必须完全开放，并且选定几个可行的产业。

比如，由 GIC 全球招募选拔基金经理，扶持其创业，并辅之以

与开曼相当的税务政策，很快新加坡会成为全球对冲基金大本

营。比如在离岛（如圣约翰岛）设立更大规模的全球最奢华最

浪漫的娱乐城，并辅之以与澳门相当的各种配套（可以严禁新

加坡人登岛），我相信新加坡有超越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潜力。

当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选择。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绝非我们的参考对象，香港以色列瑞

士也不是。我们可以创造新加坡模式，但这需要从经济学的源

头思考而不要套用现存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多数是为大市场的经济体准备的，绝非

为城市国家准备的。  

新加坡有很优秀的律师医生会计师，但是新加坡更需要优秀的经济学家。记住，

这些经济学家可以为新加坡工作，但不需要在新加坡工作，更不需他们移民新加坡。” 

“身为一个在新加坡居住超过 20 年的新移民，看到日前公

布的这份人口白皮书时，有种如释重负之感，深为新加坡直面问

题、淡然应对的态度和勇气而叫好。  

毋庸置疑，每次大选，人口政策与外来移民问题都会成为敏

感的话题。因为许多民生的话题，如物价指数的上涨，组屋提升

的困难，寻找工作的不易，似乎都与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有关。  

如今，新加坡政府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未来 18 年的人口政

策规划，给予所有的新加坡人完整的图景与清晰的轮廓。直至

2030 年，政府需要每年引进 1 万 5000 至 2 万 5000 个新移民，

以及批准 3 万名外籍人士成为永久居民，以维持新加坡社会发

展与经济成长的需要。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一组数据时，第一个

反应就是，原来如此！新加坡每年真正通过引进新移民与永久居

民的数量并没有想象中的庞大，那么引发新加坡通货膨胀、生活



 
可见要在增加人口以

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

同时，又不致于让公

民对外来人口激增造

成社会资源不胜负荷

的压力一事反弹，许

多社会政策必须作出

一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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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加的因素显然不应完全归咎于新移民的增加与外来人口的涌入。  

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物价飞速飙升、基尼指数居高不下等诸多社会民生

问题，但很少有人会把它们归咎于外来人口的涌入。而新加坡社会多年来形成了一个

惯性思维，以为是新移民及永久居民或外来人口的增加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然而从

目前白皮书公布的新增人口数量来看，上述传统观念不说是一个误解，也可谓是牵强

附会。  

白皮书也清晰地表明了到 2030 年临时外来人口的数量可达 300 万人左右，这一

数字包含 50 万的永久居民，其余的是持就业或工作准证的外来人口。从公布数据可以

看出，外来人口的总数量并不比新加坡居民的数量多。  

拥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今天中国的深圳、东莞、

佛山等沿海城市，还有迪拜等中东城市，外来人口已远远超过原住民的数量，那儿的

人民与新加坡不少公众的担心正好相反，常居人口担心的是外来人口的离去而影响城

市发展和服务。 

“新加坡人口经历前数年的高速增长后，对本国的经济成长

的确带来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也引起一些反弹的声音，尤

其对高速增长的外来人口融入本国社会一事多有不同的意见。可

见要在增加人口以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又不致于让公民对

外来人口激增造成社会资源不胜负荷的压力一事反弹，许多社会

政策必须作出一定的调整，让公民更进一步了解为何需要引入外

来人口以让我国经济在往后 20 年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不至于

落后于其它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各有关部门也应竭尽所能协助

新移民更容易及更快的参与本国社会各项活动，让他们能在最快

速度下与本国公民打成一片。  

就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许多新移民在各种因素的考量之下，

往往都会与来自原居地的伙伴组成小圈子，这就很难与本国公民

有密切的交往接触。往来少了，互相理解的程度就不能深入，水

乳交融的境界本就不易达到，但是若能做到彼此理解，相互容忍

对方的地步，则可化解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在此方面，社会政策可以考虑从社区管理入手，鼓励新移民

参与社区活动，让他们更能了解本地社会的习俗，也让本国公民更全面的与外来人口

打成一片。长此以往，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从而消除双方不满的心态。  

以此类推，政府也可以在心理建设方面再下多点功夫，做得更仔细、透彻，让新

移民及公民之间能有更进一步的互相了解，知晓对方对本国的贡献。若是双方可以做

到互信互补，则是国家之幸，在凝聚社会的力量方面也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增加人口的前提下，新加坡在基础建设方面也应采取未雨绸缪的心态。硬体设

备的准备功夫必须提前作好才不致造成将来各种不必要的不便。本就地少人稠的新加

坡，要在公共交通及住房方面更上层楼，也是一大挑战。一方面政府要调整政策和借



鉴其他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例如香港，另一方面，每个新加坡人也要积极参与为

政府提供建议。如果每个新加坡人以建立美好的家园为己任献计献策，那么新加坡必

将在前人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一个的优雅的宜居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