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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狮城论坛”网站上，出现了一则题为“理工学院 没有 PR 信了！”的帖子。帖子发出后，

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收到了 120 多个回复。另外一些网站上，也有不少留学生在谈论这个话题。 
据了解，过去几年，移民与关卡局（ICA）每年会向一些就读于本地大学和理工学院的留学生发

放永久居民（PR）邀请信。 
 
收到信的留学生，在找到工作后，可以凭这封信，申请成为新加坡 PR。 
 
然而，不少留学生反映，他们今年都没收到这封信。他们当中有些人前往 ICA 查询，得到的答复

是：从今年 1 月 1 日起，当局将不向理工学院和公立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发放 PR 邀请信。  
 
留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  
由于留学生可以通过 PR 邀请信，证明自己有资格申请 PR，而不少本地公司在聘请员工时，也会

优先考虑公民和 PR，因此这封信为留学生应聘时带来了方便，在很多人看来，好比是职场的敲

门砖。 
 
此外，在很多本地留学生眼里，这封信更是人生下一阶段的指路标，影响着他们的去留。当局是

否分发这封信，对希望在本地长期发展的留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名今年即将从本地一所理工学院毕业的王姓留学生（22 岁）受访时坦言，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感觉“好像被遗弃了”。 
 
他说：“之前的多数留学生，在毕业时能获得这封信，并顺利申请成为 PR。新加坡环境好、犯罪

率低，是个非常宜居的城市，我也有在这里长期定居的打算，可是现在计划被打乱了。” 
 
南洋理工学院的尹同学（24 岁）在读书期间，获得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学费津贴，按照合约，毕业

后需要在本地工作 3 年。 
 
他原本希望在新加坡待上更久的时间，希望早日成为 PR，以便建立公积金（CPF）户头，在本

地买房定居。得知不再有 PR 邀请信后，他对未来也感到非常迷茫。  
 
持有 EP 和 S 准证也可申请成为 PR  
ICA 受询时，并没有对 PR 邀请信这个课题给予置评。 
 
但记者从 ICA 网站上了解到，在没有 PR 邀请信的情况下，在本地工作，持有就业准证（EP）和

S 准证的外国人，也能向 ICA 提交 PR 申请。 
 
去年从国立大学（NUS）毕业，目前在本地一家跨国公司担任市场顾问的张美倩（假名，25 岁）

认为，留学生不必为此感到太过沮丧。 
 



张美倩透露，自己在申请工作时，也没有收到 PR 邀请信，这并没有影响她应聘工作。而且，通

过公司申请 EP 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再向 ICA 提出申请，也顺利获得了 PR。  
 
调整移民政策减少社会矛盾  
学者认为，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调整，是从国人的利益上考量，能帮助减少社会矛盾。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社会学院助理教授钟伟强指出，过去 2 年，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

大量吸收外来移民，这可能对社会构造产生一些影响，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放缓吸收外来移

民，可能造成社会矛盾。 
 
钟教授说，新加坡向来欢迎移民，但像过去 2 年那样，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移民，可能对社会构造

产生负面影响。 
 
“国人和新移民之间缺少融合和交流，两个群体会产生成见。一些误会可能导致社会矛盾，造成社

会不稳定。”因此，政府有必要对移民政策作出调整。  
 
避免弱化社会凝聚力  
去年 9 月，李显龙总理曾强调，尽管有长期吸引外来移民的大前提，但政府始终都会留意社会能

多快吸收新移民，并让他们融入新加坡社会，因此将调节移民流入的速度，以免冲淡国民认同感

或弱化社会凝聚力。 
 
政策研究院（IPS）学者梁振雄博士说：“李总理在 9 月份提出调整移民和外劳政策，体现了本地

出生者（local-born）的利益是决策者的关键考量。” 
 
他指出，吸收新移民的速度，必须符合原居民的社会接受度。近几年，一些新加坡人对新移民快

速增加感到不自在，并感受到在房屋、教育、公共设施等领域的资源紧缺。政府是考量了有限的

资源和社会接受度，才决定调整吸收移民速度。 
 
钟伟强也相信，政府调整移民政策，是对民间不满声音的回应，有利于减轻因移民政策而产生的

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