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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花了150万元买下公寓”，“不是住在政府组屋”，来自印度的外来专业人士，因为不

爽自己的访客需支付10元夜间停车费而怒骂保安的过程被拍下并在网络疯传。 

外籍住户和本地保安的“对战组合”，以及该名印度专业人士嚣张跋扈的态度，也让国人对移

民课题的敏感神经再度被触动。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和种族和谐资源中心OnePeople.sg近日发布了一项全

国调查的结果报告。该调查针对五个可能影响新加坡凝聚力的断层线，对4015名公民和永久

居民进行了访问。 

移民课题是本次调查列出的五大断层线之一，调查结果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国人的敏感情绪，但

也呈现出一些和常见社会认知有所出入的资料。 

在移民课题部份，该调查针对五个部份，包括国人对新移民的看法、移民课题处理不当会产生

什么后果、政府干预移民政策程度、公共讨论是否足够以及国人可接受的移民比例询问受访者，

并加以数据量化。 

 

谁对移民课题最敏感？ 

说到移民课题，就不得不提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创下建国以来最差的选举成绩，首度丢掉一

个集选区，报告指出，移民政策被视为当时其中一个导致国人对政府产生不满的主因。 

宽松移民政策引来大量外劳和外籍专业人士，导致本地薪水下降和房屋价格升高。按照这个脉

络来看，移民课题导致民生问题，很容易产生一种对移民政策较敏感的应是在生活上辛苦挣扎

的中下阶层国人的印象，不过调查结果却打脸了这一印象。 

调查发现，较富有国人、年轻国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国人才是对移民课题更为敏感的群体。 

其中，越富有的国人，反而越担心移民课题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国家身份认同和政府信任度

的削弱。超过一半居住在私宅者担忧移民课题处理不当将削弱国家身份认同和政府信任度。 

相反的，只有三分之一居住在三房式或更小政府组屋单位的受访者持相同看法。 

报告认为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解释： 

住私宅者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必须和外来人才在相似领域展开竞争。 

相对于外国人购买受管制的政府组屋，私宅市场将面临外来人士的竞争。 

18岁至25岁的年轻国人同样对移民课题感到敏感，因为他们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势必在工作

和住宅市场面对更多来自外来人才的竞争。 



同时，教育程度较高国人和年轻国人在政府干预程度方面，也较其他群体更认同政府在移民课

题中，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教育程度较高国人和年轻国人希望政府在移民课题上做得更多的可能原因，同样也是由于他们

在劳动力市场必须面临与日俱增的外来人才挑战，因此开放的经济体制必须受到管制。 

教育程度较高国人和年轻国人也希望能有更多关于移民课题的公共讨论。 

 

住越近，接纳度越低 

调查也显示，国人与新住民住得越近，他们对新移民的接纳程度就越低。 

高达六成受访者表示，在自己所居住的邻里，比较理想的新移民比例是1%到20%。 

如果再把范围缩小到同座组屋，接近一半（42.9%）的受访者希望只有1%到10%的新移民和

自己住在同座组屋。 

加上11%到20%区间的受访者，一共有71.1%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新移民比例是1到20%。 

除此之外，有47.8%的受访者认为，新移民占新加坡总人口的理想比例是11%至30%。 

尽管上文提到年轻国人对移民课题较为敏感，但比起年长国人，他们反而更能接纳更高比例的

新移民住在自己居住的邻里。 

其中，18岁到25岁受访者中，近四成（37.1%）认为自己所属邻里的理想新移民比例为11%
至20%，这比65岁以上群体的27.7%来得更高。 

 

本地华人最担忧移民课题处理失当的后果 

对于移民课题处理失当所可能引起的问题，受访者认为最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削弱新加坡人身

份认同、政府信任度下降和对特定社群感到愤怒。 

新加坡华人在削弱新加坡人身份和政府信任度下降两项指标的态度尤其显著，44.3%的华族受

访者担忧国家身份被削弱，42%的华族受访者认为移民课题处理失当会导致政府信任度下滑，

上述数据都比马来族和印族受访者来得更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非华族新移民带入不同的文化习俗，即使是华族新移民迁入也

会带来和本地华人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习俗。 

因此，更多华族受访者希望能保留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并担心移民的迁入会削弱他们的独

特性。 

 

马来移民受接受度最高 



接近九成受访者认同，他们能从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身上学习到各种文化，同时也认可在自

己所住邻里有其他国家人士是一件好事。此外，72%的受访者也表示愿意和新移民往来。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67.5%的受访者认为新移民并未真正融入新加坡。 

尽管上面的资料显示受访者对接纳新移民似乎抱持开放态度，但若要在公领域和私领域中和新

移民相处，国人的接受程度恐怕就得打折。 

其中，在新移民成为自己同事或员工方面，无论是来自中国、印度或其他区域的马来新移民，

都分别有逾八成受访者表示这样的相处会是舒适的。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其他区域的马来新移民所获接受度最高、中国新移民居次、印度新移民的

接受度最低。 

如果情境换成由新移民担任自己的上司，国人感觉舒适的比例瞬间滑落至七成，马来新移民比

起中国新移民和印度新移民，同样获得更高的接受度。 

八成左右的受访者对于新移民成为自己的隔壁邻居感到舒适。将各国新移民细分来看，马来新

移民的接受度同样高于中国和印度新移民。 

 

国人只愿意“有限度”接纳新移民 

尽管有高达七、八受访者对和新移民在工作和住处相处方面感到舒适，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愿意

接受新移民“侵门踏户”成为新加坡人口的多数。 

报告指出，少于五成的受访者愿意接受新移民组成我国主要人口，其中47.5%的受访者能接受

中国新移民成为人口多数、44.3%的受访者可接受印度新移民占人口多数，马来新移民则再度

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移民群体，仍有50.3%的过半受访者表示对马来新移民成为人口多数感到舒

适。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所有数据，感觉舒适的比例都比2013年的调查来得低，其中对新

移民作为新加坡人口多数部份更是从五年前的五成左右，跌破四成，显示国人对新移民的态度

比五年前来得更保守。 

另一方面，受访者在私领域方面，对新移民成为自己姻亲或配偶的舒适程度接不算高，倒是对

新移民成为自己的亲密朋友抱持较开放态度。 

 

近八成国人愿意移民海外 

调查显示国人对新移民的接纳度仍然有限。不过，在对新移民进入我国不是那么抱持开放的态

度的同时，另一份调查却显示有近八成国人愿意移民。 

《联合早报》报道，由人力资源公司任仕达（Randstad）展开的调查显示，只要出现更具吸

引力的条件，有不少国人愿意移民海外工作。 



71%的受访国人愿意为了 “有意义的事业” 移民，74%则会为 “更高的薪水” 移民。此外，

如果移居国外可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并对他们的事业有利，高达79%的国人表示他们会考虑

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