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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规 定 购 买 新 组 屋
或 转 售 组 屋 ， 需 遵
守 组 屋 种 族 比 例

政策（Ethnic  Integrat ion 
Policy），以避免种族圈居地圈居地
的形成，确保社区文化多样
性。
　　不少国人因种族配额满
额，无法购买心仪的组屋。
　　在新政策下，混血儿可以
在身份证上填写双重种族身

份，但预计也将被要求从2个
种族身份中选出一个，作为主
要种族（dominant race）。
例 如 ， 华 印 混 血 儿 可 选 择
成为华族印度人（Chinese-
Indian）或印族华人（Indian-
Chinese）。
　　但有华族血统的混血儿
在申请组屋时，建屋发展局
（HDB）应该将他划为华族或
是他的另一种族呢？是否会有
人“走漏洞”，以致整座组屋
全是“华人”？
　　至截稿为止，HDB未对双

重种族政策会否影响组屋种族
比例政策置评。
　 　 不 过 ， 政 策 研 究 院
（IPS）研究员Azhar Ghani指
出，HDB管理超过80%国人的
住房，若要一一调查每个混血
儿更认同哪个种族，再决定组
屋配额方式，将使行政工作过
于繁琐繁琐。
　　他因此认为，按种族进行
组屋配额时，最实际的做法就
是先考量混血儿的主要种族，
但仍然保留伸缩性，让申请者
拥有机会申诉改换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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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居地 quān jū dì: Enclave

繁琐 fán suǒ: Complicated

熏陶 xūn táo: Nurture; gradual 
infl uence

摒弃 bìng qì: To abandon

以“ r a c e”（种族）区分人
民、制定政策的模式已被西方
国家摒弃摒弃，而该词汇也让人联
想起好些负面现象，本地学者
因此建议我国以“ethnicity”
（族性）取而代之。
　　云昌耀助理教授表示，

“race”通常是以人们生理上
的遗传特征，如肤色等来区分
人类。但在社会学而言，这样
的区分并无意义，因为这些遗
传特征与个别人群的行为、智
商、道德观都没有关联。
　　至于“ethnicity”，则是

根据族群的文化、传统、语言
等来归类人群。
　　“以race归类人类，并将
其分成不同阶级，是西方帝国
主义用以贬低在他们看来较
弱种族的方法。这造成很多种
族歧视问题。正因这个历史包

袱，西方国家已摒弃这个概
念。但很多曾为殖民地的亚
洲国家却继承了以race把人分
类、加以管理的做法。”
　　云昌耀因此建议我国以
较中性的“ethnicity”来取代
“race”这个词。

允许在身份证上填写双重种族反
映了政策已更开通，但如果混血
儿不积极认识自己继承的2种文
化，那双重种族身份“写了等于
白写”。
　　官委议员Viswa Sadasivan认
为，当局不应该硬性规定混血儿

选择其中一个种族为“主要
种族”，但他大致上还是认
同这个新政策。
　　他说：“没有人喜
欢被含糊地归类为‘其
他’。”他认为，随着异

族通婚的国人和秉承多种文
化的外来人才日趋增加，如果

不放宽条例，当局将必须面对这
些人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与此同时，新加坡管理大
学（S M U）亚洲学助理教授云
昌耀也提醒说，要找回身份认同
感，文化的熏陶熏陶比法律上的认同
更重要。
　　“身份证上的双重种族身
份不一定能让孩子更自发、积
极地去认识两种文化。重要的是

成长环境中的熏陶，否则该身份
也只不过是个标签罢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华族的购房
者较多，所以等双重种族政
策实行后，以印族为主要
种族的印族华人（Indian-
Chinese）相较下会比华族
印度人（Chinese-Indian）更
容易申请组屋。
　　但Vasu博士提醒：“以非华
族身份申请组屋，所获配额原
本就比华族少，因此不一定
就更容易申请到组屋。
　　“况且若干年后，如
果想转售组屋，可能需要
找非华族买家，而这个市
场相对较小，对组屋转售
者来说，未必是好事。”
　　Vasu博士也相信，政府宣
布双重种族身份的细节后，应该
不会允许混血儿无限制地更换自
己的主要种族。

　　因此，混血儿在选择主要种
族时，应该基于对某个种族的文
化和背景的认同感来做决定，而
不是按购买组屋等短期利益来做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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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今后是否会出现更多有华族
血统的混血儿为申请组屋，以
马来族或印度族的身份提出申
请，造成社区种族和文化的单
一性？对此，学者并不担忧。
　　南洋理工大学（NTU）
S.Rajaratnam国际研究院助理
教授Norman Vasu说：“即便
是华族，也分潮州、广东、福
建，甚至新移民等，每个华人
都可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更

别说是印度华族或马来华族混
血儿。”
　　他指出，混血儿本身就是
双文化的结合，虽可能更倾向
于其中一个种族的文化，但身
处异族通婚的家庭里，他不可
能对自己的另一种族文化一无
所知。
　　Azhar也说：“混血儿是
异族通婚的结晶，是他们的
父母超越种族和文化，相互认
同、理解的成果。这些人正是
种族和谐的体现，对提倡种族
交流意义重大。”

不担心社区出现
单一种族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