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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一场新加坡透视论坛在本周二举行，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在发言时，

向雇主们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政府不会再放松外劳政策，而是会反向而行。因此，雇主们必

须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 

 

尚达曼也吁请雇主消除对年长工友的偏见，利用政府出台的各项辅助措施，聘请年长国人，这

既帮助到中年求职者，也能满足企业的人力需求。此外，他也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认可蓝领员

工，提升必要服务工友（essential workers）的待遇。 

 

以上几点虽不是新的课题，却都因过去一年来冠病疫情肆虐而愈加凸显。首先是年长工友的求

职问题。在疫情冲击下，不少中年工友失去了工作，他们急须另谋他就，但一般雇主对这个群

体有着牢固的偏见，即使需要人手，也只考虑年轻的求职者。这使许多中年失业者难以转业。

因此，政府特地出台了诸如“招聘奖励计划”（Jobs Growth Incentive）之类的措施，并大

力呼吁雇主聘用这类希望转换跑道的年长员工，给他们适当的培训。 

 

一般来说，中年以上的员工有更沉重的家庭负担，一旦失业，都会更加珍惜新的就业机会，认

真学习新的技能，努力适应新工作的需要。因此，雇主们应该多为他们着想，帮他们解决失业

问题，这必能赢得他们的忠诚效力。 

 

第二个和年长工友密切相关的课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低教育低技能群体的低收入问题。在这方

面，尚达曼指出新加坡的情况有其特殊性。许多先进国家谈论最低薪金时，一般面向年轻人，

但我国最弱势的是错过受教育机会的年长国人。 

 

薪金最低的 10%员工中，55岁以上者就占了一半，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完成中学教育，

没有从上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的教育体系转型中受益，便已经步入社会工作。目前仍有一些

立国一代，以及比立国一代稍微年轻的国人还在工作。这部分国人大多受的教育有限，大半辈

子从事较简单的工作，没能像较年轻一代般从教育等领域的转型受益。 

 

要怎样帮助这个低薪群体，是个见仁见智且已经过多番讨论的课题。实施最低工资制也许是最

简易的办法，但这犹如服用止痛药，可持续的解决办法还在于授人以渔，这也是渐进式薪金制

度所要达致的目标。唯一须要改进的是加大力度，加速推进，使更多领域的低薪工友受惠。 

 

冠病疫情导致的阻断措施已让国人体悟到必要服务工人的重要性，诸如清理垃圾的行业，因为

过度仰赖客工，在阻断措施期间立即暴露了短板。这足以说明，不是所有的蓝领工作都可以外

包。否则，在面对冠病这类危机时，很容易就会陷入窘境。 

 

从整体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察，我们急须改变过去的思维，不能纯粹按劳动力成本与

收益来决定哪些工作岗位设在新加坡。因此，尚达曼就强调，我国必须确保无论是技能阶梯上

端或下端的工作都留在本地。企业也必须了解，同时把高技能和中低技能工作岗位都留在本地

的好处。 



 

但要吸引本地人从事这些工作，首先必须设法打破低薪和低技能的困局，提升这些工作待遇和

形象。毫无疑问，这是艰难的挑战，放眼这几年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

包括近来发生在美国的骚乱事件足以说明，提升低薪群体的收入，也是防止社会分化以及贫富

矛盾激化之所需。政府收紧外劳政策已成定局，以新加坡人为劳动力核心的政策更是大势所

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和雇主别无其他选择，必须尽快放弃依赖外来廉价劳力的思路，

改弦易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