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居海外国人逐年增加 政策研究所展开海外新加坡人调查 
这项“海外新加坡人调查”希望了解国人旅居海外的原因等问题，而负责人梁振雄博

士也要结合其他调查结果，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应如何帮助那些想回国的海外新加坡

人，并且辨识阻止国人回国的原因。 
 

何惜薇 
联合早报，2017 年 10 月 2 日 

 
全球采购经理陈丽云（43 岁）一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上海工作，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

新加坡与家人共享天伦。 

几年前父亲生病时，由于所任职的公司在本地没有合适的职位空缺，她简直成了“空中飞人”，

穿梭于上海和新加坡之间。过后父亲的病情稳定了，她也减少回到新加坡的时间。 

陈丽云留意到，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日益提高，许多工厂已逐步撤出业务。她所任职的瑞士材

料公司一度把中国当成最重要的基地，现在却把大部分业务移往泰国。 

她说：“过去，只要雇用一些外籍经理，一般工人就会乖乖接受相对前沿的概念，但现在我们

已经不能发挥同样的影响力，我们唯一的价值是时刻提醒中国工人不可忽略任何解决方案的长

期风险。” 

旅居中国 13 年，陈丽云发现随着与她属同一个年龄层的新加坡朋友纷纷回国，刚到上海工作

的本地人当中，大部分是从事金融业的年轻人。 

“以前，到中国工作的新加坡人负责营销、广告、审计和咨询等岗位，工作性质相对多元，说

明中国所需要的技能与知识与过去大不相同。” 

像陈丽云这样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一项调查的对象。这项

调查希望了解新加坡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决定旅居海外，又为何会决定回归新加坡；他们是否仍

心系新加坡，接受一个新的文化会否影响对新加坡的身份认同；他们又有什么担忧，希望获得

哪一方面的援助。 

名为“海外新加坡人调查”希望吸引 3000 人参加，但至今接受调查的人数未达标，其中最缺

旅居中国的新加坡专业人员。有鉴于此，研究所把调查截止日期从9月30日展延至10月9日。 

负责展开这项调查的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梁振雄博士说，他希望结合这项调查与其他相关调

查结果，更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应如何把触角伸向旅居海外的国人；如何在他们想回国时予以援

助，并且辨识阻止新加坡人回国的原因，如教育和住屋问题等。 

去年有 58％受调查者满意新加坡生活 

 

  

 



研究所去年进行了另一项与移民相关的调查，有 3720 人接受调查。梁振雄引述其初步调查结

果，指出 58.3％介于 19岁和 30岁的新加坡人相信，随着新加坡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国人

须承受更大的压力，移民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与 2010 年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有此看法者比

当时高出 15个百分点。 

梁振雄说：“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人觉得新加坡不宜居。事实上，同一项调查显示，77％接受

调查者认为新加坡整体而言比其他国家好，58％满意在这里的生活。2010 年则分别有 52.2％

和 43.1％的人，持同样看法。” 

另外，日前公布的“2017 年人口简报”显示，截至今年 6 月的海外新加坡公民已多达 21 万

4700 人，比 2007 年的 17 万 2000人高出 25％。 

这样的数据令梁振雄这位长时间关注人口特征和变化的学者忧心忡忡。“我们或许需要思考出

现永久新加坡‘侨民’（diaspora）的可能性，也就是一群新加坡人虽不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但长时间旅居海外。这样的局面长远会对新加坡政治、社会和身份认同会带来什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