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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今年 3 月成立强化国民服役委员会，检讨及加强国民服役制度。国防部长黄永宏当

时指出，虽然这高层委员会将以开放的态度听取民意，但其出发点还是加强新加坡的国防

力量，因此有必要避免让狭隘的个人利益占据舆论的高点。从一些网民在网站上对国民服

役的批评与挑剔来看，黄永宏的忧虑不无道理。 

然而，强化国民服役委员会委托政策研究所进行的独立调查显示，网站对国民服役的牢骚，

只属少数个人看法。在 1251 名抽样调查的受访者中，超过 98%的新加坡人认同国民服役对

确保新加坡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此外，84%的人认为，两年的服役期是恰当的。国民服役

获得绝对的支持率，让强化国民服役委员会也感到意外与惊喜。不过，这反映了国民服役

制度在新加坡推行了 46 年后，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已接受它为新加坡的生活方式。 

虽然国人普遍支持国民服役，但调查显示，国人对国民服役的观念有了新的变化。调查设

计出国民服役的八大意义，要求受访者根据重要性排名。调查结果显示，“国民服役培养

年轻人的纪律，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位居榜首。其次是“保家卫国”，而“国民服役将

男孩改造成男人”则紧随其后。负责这次调查的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梁振雄指出，国民

服役在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体制，而不再只局限于保家卫国。 

这观念的改变显示，新加坡人对国家安全的危机感，或许已没有建国初期那么强烈。新加

坡在建国初期，马来西亚的皇家马来军团还继续驻扎在荷兰路的淡马锡兵营。新加坡这个

岛国当时在百废待兴之际，备感脆弱。因此，政府在 1967 年开始推行国民服役，建设刚强

勇猛的社会，以保家卫国。但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防力量的提升，再加上多年

来享有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大多不认为新加坡是那么的脆弱，也没有

像上一代那样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国人开始将国民服役视为一种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

必经过程，保家卫国的意识比较淡薄。毕竟，新加坡在马印对抗后，就没有面对直接的安

全威胁。 

其次，调查反映，国人将国民服役视为身份认同及国家统合的工具之一。调查显示，有

77.4%的人认为，应该让豁免国民服役的第一代永久居民参加志愿服役。目前，永久居民的

第二代，在达到入伍年龄时，都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不过，有三分之一的永久居民

为了逃兵役，在入伍之前，放弃永久居民权。随着近年来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及竞争，不少



国人对永久居民享有与公民相似的权利而却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深感不满。实际上，政

策研究所去年 5 月发布有关身份认同的调查报告指出，有近七成的本土公民认为，新移民

的第二代男孩，必须完成国民服役，才算是融入新加坡。这次的调查反映，国人也希望第

一代的永久居民能够以自愿的方式，接受国民服役的洗礼。这股对新移民“搭顺风车”的

不满情绪，对今后政策的设计，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调查显示，虽然受雇服役人员认为，雇主基本上支持国民服役，但有 42%的受访者

表示，雇主倾向聘请不需要服役的员工。果真如此，国民服役人员在职场上将处于劣势，

并加剧他们的排外情绪。强化国民服役委员会最近与雇主的多个对话显示，不少雇主要求

政府给予更多的财政资助，以补偿他们在员工回营受训时蒙受的损失。目前，战备军人回

营受训期间的薪金，由国防部补贴。有雇主要求国防部也承担这些雇员的公积金，甚至补

贴雇主因雇员缺勤而蒙受的营运损失。然而，政府在通过金钱奖励肯定国民服役人员的贡

献及雇主的支持时，有必要确保国民服役的精神与原则，不会受到腐蚀。 

国民服役是新加坡国防重要的一环。政策研究所的最新调查，肯定了国人对国民服役的绝

对支持。然而，调查也反映了国人在国民服役观念上的改变。虽然国民服役在新加坡逐渐

发展成一个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甚至成为身份认同的工具，但它最终还是必须满足国防

建设的关键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