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根成：以可持续方式引进移民确保社会本质不被破坏  
即将成立的人口及人才署将设常任秘书，整体运作由黄根成监督。它将与内政部、人力

部、贸工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紧密配合，以确保政府的移民政策能妥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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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及人才署将监管我国的人口与人才相关政策，以确保这些政策能支持新加坡的经济、保安和

社会利益。 

主管我国人口政策的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昨晚回答本报询问时，说明部级的人口及人才署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的涵盖范围。 

它的主要职能除了制定整体政府部门的方式来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也将监管生育率、移民的

融入以及同海外新加坡人保持联系的政策。 

黄根成说：“李显龙总理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谈新加坡必须保持开放政策，以引进人才的必要性。

我们需要吸引适当的移民到新加坡，为我们的经济作出贡献，在这里安家落户以补充现有人口。

然而，我们也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来引进这些新移民，确保我们的社会本质不会被破坏。” 

李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为了更好地协调和执行移民政策，政府将在总理公署设立人

口及人才署，以加强跨部门协调，从而确保在引进新移民的同时，新加坡人的利益也获得保障。 

人口及人才署将设常任秘书，整体运作由黄根成监督。它将与内政部、人力部、贸工部和社会发

展、青年及体育部紧密配合，以确保政府的移民政策能妥善执行。 

正在制定职能和架构细节 

黄根成昨天透露，现有的国家人口秘书处将成为人口及人才署的组成部分，至于主要职能和架构

的细节，目前还在制定中。 

成立于 2006 年的国家人口秘书处由三个署组成，分别是国籍与人口策划署、新加坡侨民联系署以

及策略与计划署。其中，国籍与人口策划署主要负责协调和推动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移民和融合

计划，新加坡侨民联系署负责策划和协调跨机构的计划，加强同海外国人的联系，使他们心系祖

国。 

受访的国会议员和学者认为政府设立这个新的部级人口及人才署，显示政府认真看待和处理移民

与人口的相关问题。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何玉珠指出，虽然新加坡本身是个移民社会，但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

国人得重新学习接纳新移民。她说： “现在，政府特别拨出资源成立人口及人才署，致力于解决

移民问题对国人民造成的困扰，这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 



研究移民课题的政策研究院（IPS）研究员梁振雄博士则认为，我国目前在移民政策的协调方面相

当顺畅，例如各政府部门与基层组织联合推出的种种国民融合计划，对于协助新移民融入我国社

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他认为，目前的国家人口秘书处有不俗的表现，今后得看新成立人口及人才署将如何在国家人口

秘书处所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协调移民的相关政策。 

新跃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学课程主任陈奕光博士受访说，政府通过成立部级的人口及人才署发出

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明外来人才的政策并非固定不能改变，而必须以连贯、系统化的方式不断

进行调整。 

他说：“新移民的涌入不但影响人口构造，同时也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各方

面。采纳一个连贯和统一的架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是及时的做法，甚至还可更早进行。”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谢健平认为，李总理委任了黄根成副总理来监督人口及人才署的运作，显示

政府非常重视新移民的融入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国会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委员会主席的他

说，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他希望人口及人才署够加速推动外来人

口融入我国社会的力度和步伐。 

何玉珠希望除了在社交方面外，人口及人才署也能推出计划协助化解在职场上的冲击。 

 “一般上，社交领域气氛比较融洽，也比较包容。但工作场所就可能出现竞争和冲突，双方得学

习建立互信、加深彼此的了解。” 

 

本地人与外籍工友如何融合：和谐共事有两大要诀 ①公司任人唯贤 ②秉公处理纠纷  
精密工程业技师李明德还记得，公司生产线 24 小时运行初期，每当上司要求他们留下来加班时，

一些同事总会勉为其难：有家庭的同事担心经常加班影响家庭生活，要到夜校进修的，则不得不

另作安排。 

自从公司引进外籍工人后，大大减轻了本地员工长期加班的压力。在牧野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Makino Asia）任职的李明德指出，因为有外籍同事帮忙值夜班，本地员工才能更好地兼顾工作

和家庭生活。 

牧野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目前聘有 425 名员工，当中有 164 人是外地人，他们来自中国、印度、斯

里兰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也是金属业工友联合会分会主席的李明德坦承，公司在 1993 年引进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工人时确实

引起本地工人的关注，他们除了担心饭碗受影响，也不习惯外籍工人的工作态度和沟通方式。 

相处需要经过磨合 
李明德说：“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爱表现、喜欢抢风头，所以很少跟他们交流，后来大家相处

久了，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胜任，而大声讲话是他们惯用的沟通方式，大家也就开始接

受他们为朋友和合作伙伴。” 



要让本地和外来工人和谐相处需要经过磨合过程。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振雄博士认为，一个巴掌

拍不响，外籍工人若希望能跟本地工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也需要付出努力适应这里的工

作文化。 

来自中国上海的陶明亮（47 岁，装配部管工）就是一个成功融入本地工作环境的例子。他说，初

到新加坡工作时，觉得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让他有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没有因此而气馁，后来

还加入工会，以加强他跟本地同事的合作关系。 

他积极的工作态度，赢得本地同事的尊敬和赞赏。 

最初他只是一名月薪 750 元的技工，过去 13 年来，他凭实力换来 6 次升职机会，他现在是牧野亚

洲第一个升上管工职位的外来员工。牧野亚洲私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福明指出，公司向来一视

同仁，为本地或外籍工人提供平等的擢升和培训机会。 

刚在五年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陶明亮以自身经验提出看法，认为要确保外籍与本地工人能和谐共

事有两大要诀：管理层必须采取任人唯贤制度，无论本地或外籍员工都应享有平等的擢升机会；

另外，本地和外籍工人难免因工作或沟通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摩擦，公司要秉公处理这些纠纷，不

应偏袒任何一方。 

牧野亚洲显然已做到这两点，它在 13 年前引进的第一批外籍工人大多仍在公司服务，而当中绝大

部分也已获得永久居留或公民权。   

本地人怎么说：欢迎新措施但仍有疑虑 
李显龙总理前晚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指出政府正积极寻求对策，以化解吸纳移民所可能造成的负面

影响。受访的本地人对政府推出种种措施表示欢迎之余，仍然有许多疑虑。 

会计经理曹秀芳（40 岁）支持让外国专才过关斩将，以才干获取高职位的做法，但质问本地是否

需要那么多外籍劳工。 

她说：“感觉上，我的周围都是外劳。以前在小贩中心收碗碟或负责清洁工作的‘安哥’和‘安娣’，
一夜之间好像都人间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劳。没有人能告诉我，他们去了哪里，是否被‘挤’ 
出劳动队伍了。难道他们都转行了，本地真的有那么多工作可吸纳他们？” 

曹秀芳尤其担心引进外劳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年长工人被 “挤”出劳动队伍，以致本地收入

差距日益扩大，还是雇主倾向雇用工资较低的外劳，导致更多“幽灵员工”出现。 

家住油池、经常在裕廊东地铁站转地铁的创意主管王敏智（29 岁），则更在乎进一步引进外劳对

地铁拥挤现象的影响，担心不容易无止境地提高地铁载客量。 

由于经常得充当非华族同事和来自外地的餐馆伺应生的“翻译员 ”，王敏智非常欢迎要求客工至少

掌握基本英语的做法。他说：“一些新加坡人的确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但伺应生至少知道本地食

物的英语甚至是马来语的名称，是很基本的要求。”  

 



新移民怎么说：区别政策不会影响申请公民决定 
受访新移民认为总理适时向人民解释了新移民课题，但他们大多表示，区别永久居民及公民的政

策不会影响他们是否申请成为公民的决定。 

来自中国的新跃大学中文课程主任罗福腾副教授（50 岁）说，近几年明显能感觉到新加坡人对新

移民的态度转变。 

“例如在公民对话会上，公民会提出移民的问题。这是八九年前我们刚来时没有的，那时人们对新

移民很热情。” 

公民对新移民态度的转变也使得新移民对周遭环境特别敏感。 

罗福腾说，往往从别人的一两句话就能听出这种态度。他于是常嘱咐家人在外要低调，“就像客人

到主人家作客一样”。 

他因此对总理前晚在群众大会上尝试说服民众，从大处着眼看待新移民课题的举动感到十分宽

慰。 

罗福腾表示，他一家人已习惯了这里规范有序等特点，所以申请成为公民是“水到渠成”的，并不

会因为有经济好处才去申请公民。因此，总理在致词时所宣布的区别永久居民及公民的政策对他

影响不大。他的儿子今年 21 岁，已服完兵役。 

12 年前从印度移民本地的萨巴瓦尔（Rakesh Sabharwal，41 岁，商人）也持相似看法。 

两个孩子都在本地出生的他目前还是永久居民，并准备申请公民。不过绝不是因为看到经济方面

的好处。比如说，目前永久居民孩子的学费会是 15 元，下来将增加到 50 元，但对他来说，差别

是微乎其微的。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公民享有更多优待，不是影响他申请成为公民的关键，关键还是社会环境等

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