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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日在新加坡庆祝独立45年之际，政策研究院发表了关于国民对国家认同感的调查研究 
结果。这个在去年2月至5月间进行，涉及2016名不同种族、不同收入阶层、住在不同类 住屋、

年龄介 于21岁至64岁公民的大型调查在此时公布，不但切合时宜，也让国人能够结合个人的经历

和感受，参照 并省思对国家、同胞、乡土的情感与认知。 
 
总体而言，国人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感是强烈的， 97%表示“我爱新加坡”；93% 认
为“新加坡比大多数国家都好”； 93%“以新加坡经济成就为荣”；88%表示“即使在国外担任高薪工

作，仍会保留新加坡国籍”。如果横向比较，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自豪感，排名仅落后于美国、委内

瑞拉、澳洲及奥地利。 
 
政策研究院每隔五六年便进行类似的调查，至今已经是第四回。对于这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小

岛 国，国民是其唯一且最珍贵的资产。因此，国家的成败几乎完全取决于国民是否勇猛精进、精

诚团结。 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新加坡的成功，与国民强烈的认同感密不可分。 
 
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感，相当程度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参并在过程中产生的归属感。在这一点上，调

查 结果显示国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呈现出可喜的趋势。例如，48%受调查者愿意为有官方背景的基

层组织服务；58%愿意为民间公益或专业团体服务。这两组数字都远比1998年调查的24%和39%
来得高很多。 
 
积极的参与意味着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期待也相应地提高。62%的受调查者认为“公民有能力影响政

府的决策”；但也有高达53%觉得“ 政府在决策前没有让公民先辩论政策利弊的机会”；同时，高达

97% 表示“即使有必要迅速决策，政府也应花更多时间听取民意”。国人的政治冷漠同样在逐渐降

低，觉得自己有政治疏离感的国民，已经从 1998年的43%下降到20%，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没有疏

离感的国民，则从 1998年的3%猛增到41%。 
 
经过45年的同甘共苦，各族同胞的国民集体认同感显然有所增强。77%的受调查者不觉得“我与其

他族群的新加坡人没有太多共同点 ”，1998年只有60%这么觉得。或许正因为如此，外来新移民

的大举涌入，对国人的心理冲击越发变得强烈。63%受调查者担心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会削弱原

有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这比1998年的38%高出许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些让人担忧的事实。新加坡人移民外国的人数，似乎也在持续增

高，向警方要求良民证（Certificates of No Criminal Conviction），以便向外国移民机关申请定

居的国人，从1998年的4996人跃升到2007年的1万2707人，平均每个月有1000多人。个中的原

因当然很多，或许是结婚移民，或许是追求更好的职业，也可能希望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无论如

何，有办法移民外国的国人，应该都是有较好教育背景和能力的一群，他们为何选择连根拔起地

离去，需要社会给予重视。 
 
 
 
 



挑战当然存在，但整体上新加坡却还可算是“民气可用”，这样的调查结果因而值得大家共同珍

惜。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政治意识及参与感的提高，无不呼唤着一个更具协商性，更包容开放的

政治和舆论环境。持续让国人通过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对话，培养更积极的爱国心，都是未来新

加坡继续成功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