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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最近呼吁政府拨出更多经费，资助社会研究，多数研究员受访时表示欢迎，

一些学者也进一步建议，探讨设立一个可专门为社会课题研究拨款的国立机构，推动相关研究。 

吴作栋在最新一期行动党党报《行动报》（Petir）刊载的专访中建议，政府或人民行动党可

考虑设立社会检讨委员会，探讨社会老龄化与社会阶层流动等长期社会趋势与挑战。他也认为，

政府给予社会课题研究的援助不足，提议应增加这个领域的拨款。 

新加坡在 2006 年设立国立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 NRF），但这

个在总理公署属下的国立机构主要推动科研研究。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马修（Mathew Mathews）博士认为，应设立类似国立研究基金会的

机构，针对涉及重要社会挑战的研究，进行拨款。 

他说：“在科研方面，国立研究基金会有清楚的议程，知道接下来必须进行哪些重要研究，但

在社会研究方面，却缺乏这样一个主导机构。” 

扩大社会研究经费来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学系教授杨淑爱与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同意应设立“国立社会研

究基金会”的看法。她们也建议，除了增加资助之外，应扩大社会研究的经费来源。 

郑宝莲说，大学教授在展开社会课题研究前，除了向大学申请经费，更多时候是向教育部提出

二级学术研究基金（Tier 2 Academic Research Grant）的申请。若增加这类大学以外的经费

来源，可鼓励更多学者扩大研究规模。 

本地大学教授若要进行为期不超过三年而费用在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学术研究，一年有两次

机会向教育部提出申请。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计划则只要费用超过 10 万元，就符合申请条件。 

郑宝莲说：“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多时候是一小群人。有了更多经费来源，学者能发挥想象，不

局限于规模较小的定性研究。虽然定性研究也重要，但如果只停留在这类研究，就无法发挥计

划的潜力。” 

杨淑爱指出，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基金有三年的期限，而社会课题研究一般必须花较长时间进行。

开放式辅助有利资料分享 

除了教育部之外，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全国青年理事会等也有相关研究基金供研究员申请，但

研究必须符合特定主题。一些政府部门也委托学者进行特定研究，但郑宝莲指出，这类研究结

果一般只供参考，不对外公布，大多数研究员倾向于申请开放式的经费辅助，以分享所搜集的

资料。 



随着社会老龄化等趋势逐渐获得关注，近几年有一些非盈利与私人机构开始推动社会研究。例

如，曹氏基金去年 4 月宣布再拨款 75 万元资助国大在未来三年开展更多老龄化课题研究，因

此受访学者当中，有人不同意社会研究资助不足。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同设立国立机构的概念，但他指出，经费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社

会研究一般不获重视，那些无法刊登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的社会研究在现有奖励制度中，“没

有太大的分量 ”。 

据本报了解，一些研究员几年前其实曾向政府提倡应设立主导社会研究的国立机构。一名不愿

具名的大学教授透露，由于当中一些较有威望的研究员后来专注于进行其他研究，这项建议被

搁置好一阵子。 

这名教授指出，自己原则上认为政府应设立国立机构，但也提醒说，这牵涉到经费分配及学术

研究的独立性，若不小心处理或不够透明，有可能造成其它问题。 

官方资料不足 局限研究成果 

受访学者指出，除了经费问题，他们在进行社会课题研究时较常面对缺乏官方行政资料的局限。

然而，有受访者观察说，政府已逐渐意识到研究员这方面的需求，目前更愿意分享一些数据和

资料。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陈恩赐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马修博士都指出，政府应在合

理范围内提供更多行政资料。 

陈恩赐举例说，目前与收入和财富有关的资料仍被视为是敏感的。他建议，政府在公开这些资

料前可取出资料中的识别符，这能确保不侵犯人民隐私。 

他说：“否则，研究员只能依赖调查数据，这会造成一定的局限。” 

根据马修透露，政府曾向一些社会研究员表示将公开更多资料，而他观察到政府正逐步这么做。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执行理事长连宗诚则认为，政府部门其实经常委托学者进行社会课题

研究，但可惜的是，它不常与民间团体分享研究结果。 

国大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建议，政府在拨款资助社会研究时，应特别注入更多资源，

推动较大规模的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她解释说，自己的学生在上统计科学课时，经常使用美国大学搜集并公开的全国数据，因为本

地缺乏这类数据。 

她认为，若有机构能专注于进行这类全国调查，为有意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学者提供定量数据，

将大大缩小目前的信息差距。政府部门其实经常委托学者进行社会课题研究，但可惜的是，它

不常与民间团体分享研究结果。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执行理事长连宗诚 

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马修博士：应设国立机构，拨款支持社会研究。（档案照片）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不是经费的问题，关键在于社会研究不受重视。 



国大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增加研究经费来源，可鼓励学者扩大研究规模。  

国大地理学系教授杨淑爱：教育部的学术研究基金不能进行较长期的社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