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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在解决欧美的经济危机当中，中国

的角色举足轻重，跟 21 年前与新加坡正式建交的中国已大不相同。两国之间不对称之

处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的发展空间几乎无限，而面积只有北京昌平区一半的新加坡，

难免受面积与资源所限制。经过近 20 年的交流，中国派了各阶层的访问团及官员到新

加坡来认识和了解新加坡的管理系统。中国已经把他们能运用的新加坡经验，调适转

用在中国。因此，在最近北京举行、由两个智囊机构参与的第六次中新论坛上，有学

者问，新加坡还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新加坡现在的价值定位（value proposition）是

什么？  

 

当然，从经贸数额方面做比较，新中两国关系密切。中国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

伴。到了 2010 年底，统计数据显示交易量达到 953 亿美元。中国也是新加坡投资者的

首选地，以资金计算排名第一；去年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将近 117 万人次。在 2010 年，

人口仅 500 万的新加坡是中国第 11 大贸易伙伴。  

 

为加强经贸关系，新加坡与中国七个省份成立了经贸理事会，由部长，省长担任

联合主席。继苏州工业园区后，两个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的城市发展，融入了维护环境

及绿化的概念，在天津联合推动第二个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这是一个新中如何

在原来的合作基础上求新求变的例子，也让新加坡能体现它的不同价值。 

  

不过，如果要让新中两国的合作得以延续，未来的方向不单要包含经贸方面和其

他硬体项目，也必须加入非硬体因素，比如加强发挥两国的软实力（soft power）方

面，就大有可为。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用了新的模式——“新中+1”。新加坡在开办第四所大学时

——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同时邀请了浙江大学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联办课程。

三国合作，希望能汇聚中美新教育的实力，提炼各自的精华，给新一代的学生不同的

学习体验。 

  

论坛中，有人提议两国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甚至媒体方面，做长期性的规划，

以更大规模来更新两国的合作模式。在软实力方面，两国可以寻求新的机遇，发掘合

作的潜力。  

 

就软实力加强合作  

 

中国跟新加坡领导人最近刚好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分别强调了软实力对各自的重

要性，尤其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访问团抵达北京时，为期 4 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六中全会）刚闭幕。六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决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刚休会的第十二届国会发言当中，提到国家应该采纳更开放

的政策与治理模式。李总理为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锁定了三个目标：建设没有人落

在后头的包容性社会、打造改进所有人生活的蓬勃经济，以及采纳“新加坡人优先”

的政治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新加坡政府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虽然轻重缓急不同，但

要维持及加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相同的。两国也受到新科技的冲击。透过新媒体，

现在信息只要在手机键上一按就马上传开，有时候虚的也变成真实的，因为官方或当

事者来不及澄清回应。 

  

两国政府可以考虑分享它们个别如何对待这个课题。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长雅国博士在国会总结该部的相关政策时提到，会通过多方面来提高利用新媒体及媒

体内容的素质。  

 

从这次的双边论坛中，笔者也注意到论坛焦点仍然是放在两个政府主导的新中关

系上。或许是探讨的课题主要围绕在新中与东盟（亚细安），还有相关的国际关系问

题，双方并没有机会讨论政府以外，譬如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私人企业等的合作。

事实上，它们在推动及巩固新中关系扮演一定的角色，尤其在软实力方面。软实力的

来源不单是来自政府，也来自其他方面，如艺术、媒体工作者等。如果我们把新中政

府建立的关系，看成一座大的桥梁，那企业、学者、一般老百姓要怎么样搭这座桥，

他们之间建的其他“桥梁”要如何配合，有些什么影响等，值得研讨。  

 

明年，新加坡将会迎接中国的大熊猫，凯凯与嘉嘉，这是新中友好关系的另一个

重要指标。不过，无论新中两国官方关系多好，我们也要从两国人民的角度，关注他

们怎么样看待新中关系。从个人观点及经验，人民眼中的中国及新加坡是什么？政府

所塑造的中国与新加坡的形象，与人民接触的有差异吗？譬如在新加坡，提到中国就

可能联想到从中国来的外来人才，新移民等。在中国，谈到的新加坡时或许就会联想

到政府效率，系统性的城市规划等。但两国人民如何对待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中

国”及“新加坡”，无形中也会影响他们对政府主导的双边关系政策的观感及支持度。

而实际上，如果双方对彼此的观感和原来的认识有距离，也表示两国从不同的层次及

渠道可以有更多机会交流，增进认识，拉近距离，减少误会。预计 2012 年竣工的中国

文化中心，应该也可以起促进了解的作用。  

 

在这次论坛中，来自新加坡的演讲者提醒与会者，早在 100 年前，新加坡土生土

长的华人在开始推动本身的社会改革之外，也关心中国的时局发展，并且参与其中。

新中关系有历史的基础，再加上近年来的紧密的经贸关系，如何延续这良好的关系，

就要看接下来两国政府及人民的创意。  

 

作者是政策研究院助理院长，她在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出席由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与中国

人民外交学会联办的第六届中新论坛，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