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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跃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学课程主任陈奕光博士指出，尽管引进移民的好处毋庸置疑，但是引进

多少人才算足够则有待商榷。他说，人口趋势预测一般都没充分考虑资源如果有限，新移民和原

有公民所争夺的蛋糕其实更小的问题。 
 
针对人口及人才署通过五个不同情景，提出引进新移民有助缓和公民人口下降的趋势，受访学者

纷纷肯定引进移民的必要。不过，他们也突出在引进新移民的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新跃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学课程主任陈奕光博士指出，尽管引进移民的好处毋庸置疑，但引进多

少人才算足够则有待商榷。他说，人口趋势预测一般都没充分考虑资源如果有限，新移民和原有

公民所争夺的蛋糕其实更小的问题。 
 
据他分析，至少在短期内，相对贫困者将处于弱势。“如果引进来的大都是‘富裕人士’, 
那他们也会与新加坡的富裕人士争夺优质的房地产以及名校学额。因此，或许不只是较低收入者

才会感受到‘挤迫’。” 
 
在新加坡这样的国际城邦里，引进移民常被视为保持基本活力的一个方法，但陈奕光担心欲速则

不达，难以确保住屋等方面的供求对称。 
他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导致资产通货膨胀，那太多的资源会投到资产投资方面，打乱经济

的主要运作。” 
 
因此,他觉得模拟不同新移民人数情景的同时，应该考虑过于拥挤是否会造成一些人感觉到受排挤

，以致进一步影响国家生育率。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山得锐(Shandre Thangavelu)认为，报告提出的情景有助人们了解 

如何取得可持续增长。尽管一般认为，人口缩小意味着劳动力供应下降，以致经济增长放缓，他

指出不能就此推断人口缩小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因为科技、人力资源和未来的基础设施，

都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步伐。“或许人口老龄化会迫使人们提高创新能力和使用前沿科技，从而降低

对人口增长放缓的影响。” 

 

涵盖永久居民预测更完整 

 

由于我国生育率多年来一直低于2.1的理想替代水平，人口政策备受关注。除昨天由人口及人才署

发布的报告外，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去年也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如果新加坡在增加人口方

面什么都不做，即让生育率维持在2005年的1.24，同时也封闭门户不引入新移民，我国居民人口

预计在2020年之后会开始萎缩。 

 



与只把研究范围局限在公民的人口及人才署报告不同，政策研究院的报告也考虑了永久居民人数

的调整。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振雄认为，涵盖永久居民的预测更为完整。 

 

他说，人口及人才署报告中的情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新加坡人讨论未来的人口景观，尤其是他

们觉得应该制定怎样的移民政策以及留意到必须作出哪些权衡。“如果新加坡人因新移民而感到不

自在，而我们希望周遭有更少外国人，那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例如更高的税务。” 

若新加坡人因新移民而感到不自在，而我们希望周遭有更少外国人，那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老龄

化的结果，例如更高的税务。 
 

——政策研究院  
 
研究员梁振雄 
 
人口及人才署报告 
 
公民生育率过去36年都达不到2.1的人口替代率。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目前1.2的低水平，八年

后（2020年）处于就业年龄的公民人口将开始萎缩。与此同时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年长退休者

将越来越多。2030年的满65岁者人数将是今年的三倍。本地在婴儿潮时代出世的人有90多万人，

他们今年起首次达到退休年龄。 
 
这意味赡养每名长者的责任将落在较少年轻人的肩上。 
 
有兴趣研究这份报告的公众，可上网https://www.nptd.gov.sg/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