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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热议移民课题之际，本报昨天访问的学者和永久居民都反对国务资政吴作栋前晚提出

让人们考虑的一项建议，即当部分永久居民（PR）受邀申请成为公民时，如果不接受，就不更新

他们的永久居留权。  

  在新加坡的 508 万人口中，有 54 万是永久居民。他们认为若政府决定采纳这项建议，必定

会对永久居民的去留产生很大的影响。  

  受访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流失一些新加坡希望留住的人才或优秀的永久居民。  

  至于受访的永久居民则希望政府不要实行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希望能以目前的身份继续留

在新加坡工作，不愿被迫作出国籍选择。  

  吴资政前晚同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基层领袖针对李显龙总理最近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内容

进行对话时，谈到政府的目标并非吸引所有的永久居民都成为公民，而是希望部分永久居民成为

公民。  

  为此，他提到永久居民现在可以持续获得居留权，不需要入籍新加坡。但是，今后当一些永

久居民受邀成为公民时，如果他们不接受，就可以不更新他们的永久居留权。  

  “这也许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他指出，在约 50 万名永久居民当中，可能有 5 万人获挑选为公民，其他人则可保留永久居

民身份，继续为新加坡经济作出贡献。 

研究人口课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官委议员郑宝莲认为吴资政提出这项建

议有些突兀。她猜想他可能是因民间近来对移民现象产生负面情绪，而想激发人们对移民课题进

一步思考。  

  她指出，我国限制双重国籍的做法，已让一些永久居民难以决定是否入籍新加坡。他们往往

是因为在家乡的父母和亲友或其他个人原因，而不愿意放弃原本的国籍。如果真的实行这项新措

施，很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的局面。  



  “那些由我们挑选出来，希望成为公民的永久居民，应该就是最优秀的。如果他们因不想放弃

原本的国籍而选择离开新加坡，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些人才。”  

  她说：“如果我们是以不客气的语调说你可以选择入籍，不然就离开，那一部分人可能会带着

怨言成为新加坡公民，今后也可能会变得斤斤计较。因为他们会问我因选择了新加坡而放弃自己

的国家，那新加坡要给我什么补偿呢？”  

  因此，她认为以比较温和的方式鼓励永久居民成为公民，是较为理想的做法。例如目前区分

公民与非公民权益的措施，已能让永久居民自己判断该选择什么国籍了。  

  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振雄博士也指出，如果政府实行这个建议，可能导致那些拥有就业准证

在本地工作的外籍专业人员对是否要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感到迟疑。因为他们会担心如果成为永久

居民，不久后可能会因被挑选入籍新加坡而面对是否要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的抉择。  

  “如果这些专业人员不愿成为永久居民，将对我们增加居民人口的政策产生影响。”  

  梁振雄认为政府若要采纳这项建议，就应该公开筛选永久居民成为公民的条件，例如得在新

加坡居留多少年、得在哪些方面有所贡献等。  

  受访的永久居民也都一面倒地反对政府这么做。  

  从小学起就在新加坡念书，目前经营制作公司的永久居民游万贵（40 岁）说，一旦政府决定

实行这项强制性的新措施，他可能会放弃在新加坡的一切，回到马来西亚去。 

虽然我的事业在这里，但是我的父母、亲戚都在马来西亚，我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去养老，

我不可能放弃马来西亚的国籍。我觉得如果强迫我一定要转为公民，继续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

了。” 

  会计师李敏诗（30 岁）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已十年，她在三年前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她

说，虽然在这里买了一间组屋，但是如果一定得做出选择，她会放弃新加坡的居留权。 

  来自中国的教师方晓晴（30 岁）也认为这项措施如同逼永久居民做出选择。 

  “我选择成为永久居民，而不是当公民，因此没享有公民的权益。我希望以这样的身份继续

留在新加坡。” 

  她原本有意在新加坡购买组屋，如果政府推行这项新政策，她将重新考虑购屋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