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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强劲人力需求，近年来的外地员工和新移民显著增加，然

而由于基础建设步伐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这给本地人的就业、住屋和交通等生活条件带来了

压力，间接使得民怨升温。 
 
过去，担心被外国人抢走饭碗的主要是低收入蓝领工人，现在就连“专业人士、经理、执

行人员及技师”（PMET）级的白领也感到不安。有工会领袖反映，一些金融业 PMET 申诉，

占据了高层职位的外来人员导致他们的擢升机会受限。是否也应考虑给外来 PMET 人数设顶

限的建议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浮现。 
 
为维持国际竞争力，我国向来坚守开放门户吸引外来人才的原则，然而面对民间所发出

把新加坡人摆在第一位的呼声，决策者需要对现有外来人才政策作出怎么样的调整？要如何才

能在接纳外来人才和保障公民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人力部将透过提高 S 准证和就

业准证申请者底薪，来降低这些外籍员工对雇主吸引力，但是我认为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控

制一些企业对外籍员工的依赖。 ——议员连荣华 
 
上个月《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一篇有关多家新加坡公司今年将从印度招聘

6 万名中高层员工的报道，在网上引起热议。 
 
在才刚落幕的大选中，政府近年大量引进外来员工和移民的政策成了反对党大力攻击的

热点课题，这时又传出这个消息，导致一些网民质疑政府是否正视大量外来人口对本地人生活

环境所带来冲击。 
 
刚受委人力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的陈川仁准将当时立即在他的面簿上作出回应，指

这则新闻报道“不准确”，而随后人力部也在回应媒体询问时，以去年全年签发给不同国籍的熟

练和白领外籍员工都不及 6 万人为依据，说明今年从印度招聘 6 万人的数字“不切实际” 。 
 
从有关当局对这项网上消息作出的迅速反应不难看出，外来人才课题已牵动了决策者的

敏感神经。 
 
要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政策上优先照顾新加坡人，决策者必须在两者之间需

求一个平衡点。受访学者相信，政府势必采取措施放缓引进外籍员工，不过问题在于要如何放

缓以及减少幅度应是多少。 
 
工会领袖：本地 PMET 升迁受阻 

承诺接下来要在就业市场上优先照顾新加坡人的全国职工总会，在最近对外宣布检讨方

向时，提到工会领袖所抛出的一些建议，这引起了一些讨论。 
 
这些工会领袖提出的建议就包括：把雇主可雇用的外劳人数与生产力提升的速度挂钩。

换言之，如果雇主不提高效率和低薪工友的待遇等，就应该让他们更难雇用到外劳。 
 

  另外他们也建议，给雇主所能聘用的外来“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
级员工人数设顶限，以免一些行业和企业过度依赖外来人员，导致本地 PMET 升迁机会受

限。 



虽然一些特定行业上不时传出外来员工占据高职导致本地 PMET 升迁受阻的抱怨，但这

究竟是因为本地员工技不如人，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本地员工无法在同一个公平基础上与外来

员工竞争？ 
 
曾于今年 3 月间在国会上提出就业准证持有者跟本地员工直接竞争工作的荷兰—武吉知

马集选区议员连荣华告诉本报，一些雇主可能因为考虑到新加坡男性雇员每年必须定期回营受

训，以及新加坡籍女性雇员需要给予更长的产假，作出选用外国人的决定。 
 
连荣华指出，外国员工愿意工作更长时间、接受较低薪水，也是让他们在雇主眼中更具

有吸引力的原因。 
 
目前，人力部只对中低技能水平的 S 准证和工作准证持有者设定配额，并没有对雇主所

能聘用的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持有者设下限制。 
 
从持有就业准证外籍专业人员人数的快速增长，可以看出为何一些本地 PMET 会觉得在

职场上面对越来越激烈竞争。 
 
人力部的数据显示，就业准证人数在过去一年来增加了约 23%，从 2009 年的 11 万

5000 人，增加到去年的 14 万 2000 人；中级技能 S 准证持有者人数也从 2009 年的 8 万

2000 人增加到去年的 9 万 8000 人。 
 
受访的人力资源公司指出，投诉外来人才占据高职导致本地人升迁受阻的主要是那些在

银行和资讯科技业任职的 PMET。 
 
AYP 人才资源公司董事经理叶慧莲告诉本报，据观察，一些银行有些部门的职员甚至全

都来自同个国家，这通常是因为那些负责招聘的主管来自那个国家，考虑到“自己人”比较容易

沟通，所以招聘人手时会优先考虑同乡。 
 
叶慧莲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外来人才虽然已很难要求外籍高层员工的报酬配套

（expatriate package），但不少还是能领取额外加入房屋津贴的“本土化”报酬配套（local 
plus package），这难免会让一些拥有相等资历的新加坡人感到不满，质疑为何较高工资的工

作都被外来人才抢走。 
 
连荣华认为，虽然人力部将透过提高 S 准证和就业准证申请者底薪，来降低这些外籍员

工对雇主吸引力，但是他认为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控制一些企业对外籍员工的依赖。 
 
他赞同工会领袖的建议，在一些特定领域如金融业为外来 PMET 人数设顶限，以确保这

些本地公民有资格胜任的工作保留给本地人。 
 
人力部将从 7 月起调高 S 准证和就业准证申请者的底薪。拥有中级技能水平的 S 准证持

有人，其底薪将从目前的 1800 元提高到 2000 元；熟练工人和技师（即 Q1 准证持有人）的

底薪将从 2500 元提高到 2800 元；拥有专业资格的 P1 和 P2 准证持有人，底薪则分别增加到

4000 元和 8000 元。  
 
人力部是鉴于本地 PMET 的薪水在近年来已有所提升，而决定对这些就业准证申请者底

薪作出调整，确保本地 PMET 在就业市场上保有一定优势。 
 

  给外来 PMET 人数设顶限的建议虽然获得一些人支持，但是一些受访学者却对这项建议

持保留态度。 



研究移民课题的政策研究院（IPS）研究员梁振雄博士指出，要是政府真的实行这项措

施，一些行业人手短缺的问题必定加剧，不过他认为，政府若真采纳这项建议，估计也只会把

它当权宜之计（ stop-gap measure），并在基础设施改善、排外情绪缓和后取消。 
 
新跃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学课程主任陈奕光博士指出，要是以提升本地员工生产力为主

要目标，那我们就有必要找出能有效计算劳动生产力的评估工具，从而做出判断。 
 
虽然在外来人才政策上维持开放原则对我国长期竞争力有益处，不过陈奕光博士认为，

目前是时候“暂缓开放态度”，以评估这项政策对国人以至新加坡整体的好处，毕竟不受限制地

依赖外籍员工会对生产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工会与学者支持外劳配额与生产力挂钩 
梁振雄博士则认为，决策者有必要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之间找一个平衡点，目前每

三人中有一人不是新加坡公民，要是继续关注经济增长需求引进更多外籍员工，社会凝聚力势

必会受到影响。 
 
工会领袖所提出外籍员工把雇主可雇用的外劳人数与生产力提升的速度挂钩的建议，倒

是获得学者和人力资源专家一致支持。 
 
就业及职能培训中心（e2i）总裁洪鼎基受访时指出，初步的想法是要让那些积极聘用年

长员工、尝试推行提高生产力计划，或帮助低薪工友提升技能的雇主获得一些优惠，让他们有

更大的推动力落实这些措施。 
 
虽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建议，但是若要落实恐怕在执行面上有一定难度，新加坡人力资

源学院执行理事长洪济深认为，估计无法采用一刀切的做法，他建议或许可以先在一些行业试

行这样的制度。 
 
他透露，事实上，人力资源圈内已经启动一些这方面的讨论，而来自建筑业、石油及煤

气业者也希望它们提高生产力的努力能获得奖励。 
 
陈奕光博士也希望决策者能认真研究这项建议。“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精算计的方式吸

纳外籍员工。” 
 

重新检讨 S 准证政策？ 
有工运领袖认为，政府在 2004 年应劳动市场对中级技能员工的强劲需求而推出 S 准证开

启了潘多拉盒子，这个类别准证为雇主提供一个走漏洞、聘用廉价外劳的渠道，这也是为何近

年来用假文凭申请到中级技能水平 S 准证，以及雇主虚报外劳薪金的事件频频发生。 
 
政府当初推出 S 准证是为了让雇主更容易从外国聘请半专业人士和熟练技工，来满足他

们对这些人员的需求，其中包括保健护理领域急缺的护士、资讯科技业的程序编写员，以及宇

航和药剂业所需的专才。 
 
不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职位空缺开始由 S 准证持有者填补，

加上政府将从下个月起，规定雇主给 S 准证申请者的底薪从 1800 元调高到 2000 元，政府是

否应对 S 准证制度作出调整引发讨论。 
 

  政策研究院（IPS）研究员梁振雄博士指出，S 准证持有者在外籍劳工队伍中所占比例本

来不应该太高，不过这些年来所看到的情况是，持有 S 准证人数增加幅度十分显著，加上这

个准证类别所需的底薪对持有中等技能的本地员工已相当具吸引力，或许当局有必要对这个准

证进行检讨。 



人力部的数据显示，S 准证持有者人数在 2008 年的增幅最大，从 2007 年 12 月的 4 万

4000 人增加到 2008 年 12 月的 7 万 4000 人。 
 
随着人力部提高了申请门槛以及外劳税，S 准证持有者人数增长速度放缓，从 2009 年的

8 万 2000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9 万 8000 人，但还是增加了 1 万 6000 人。 
 

  新加坡人力资源学院执行理事长洪济深指出，由于一些行业所做的专门职务，本地理工学

院毕业生恐怕还是无法胜任，加上理工学院毕业生毕业生人数也不够满足人力市场需求，所以

他觉得还是必要保留 S 准证这个类别，但是或许当局有必要重新检视从各种准证的申请条

件，以确保能在供需两面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