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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生活比青少年时期更好，六成人感觉到

自己向上提升，较年长受访者体验到的社会流动也更为明显。 

研究所星期一（1月16日）发表《政策研究所新加坡未来工作调查》报告。调查人员去年10月访

问了1010名满21岁的求职或在职新加坡人，了解他们是否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工作需求、在工作上

的抱负，以及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 

主持这项调查的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瀚毅博士，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发表调查结果。他说

，人们已经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口中得知，新加坡过去一代人获得巨大的收入和社会提升，

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家庭收入及个人收入中位数都已提高。 

这项调查试着从主观角度了解新加坡人的生活是否变得更好。调查要求受访者将自己在18岁以前

的经济状况、教育和职业同去年第四季的实际情况对比，得出个人社会流动的方向。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61％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认为不如从前的则有16％。按照

年龄分析，较为年长的受访者（55岁及以上）体验到的向上社会流动较为显著，有七成的人认为

自己过得更好。 

对此，周瀚毅解释，较年长者有更长的时间累积财富，而且他们曾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工作。 

他也说：“让人鼓舞的是，自认过去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受访者当中，有八成现在感觉自己处于中上

层，体现了强劲的向上社会流动。” 

意识到本身须再培训 和实际参与培训者落差大 

另外，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意识到工作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很有可能

必须接受再培训以适应这个变化。然而，积极进修以掌握关键新技能者所占比率少于一半，显示

“行”和“知”之间有落差。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云天德教授在参加讨论时强调，教育对于员工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

需求起着关键作用，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队伍在面对新局面时，有相对的优势。“教育帮助员工掌

握过去没接触过的新科技，随着更大比例的劳动人口完成大专教育，员工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

各自的工作都能做得更好，知识的溢出能保持生产力增长。” 

至于雇员接受再培训应由谁买单，云天德认为企业为雇员安排培训后，员工掌握的如果是可以在

其他公司用得上的普遍技能，其他雇主因为无须承担培训成本，可以开出更高的工资吸引这些员



工跳槽，但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雇主愿意为员工安排培训。他建议雇主通过“培训合约”的方式，让

雇员完成培训后，继续留在同一家公司服务。 

英康保险总裁杨承霑也说，企业应将雇员培训视为投资策略的一部分，当接受过良好培训的员工

被人挖走，企业也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