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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加坡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国家自豪感也偏低，但移民意愿不高的年轻国人是这项调查中最

普遍的类型，人数占受访者近三分之一。不过学者受访时认为，年轻国人要适应许多变化，感

到彷徨在所难免，国人无须为此数据感到过度焦虑。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年轻人移民意愿调查中，根据调查结果将属性相似的受访者分为不同类型

进行分析。这四个类型是： 

“脱节者”（dis-connected）有很高的移民意愿但没能力这么做，他们的国家自豪感偏低，

对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也不乐观，占总人数的11.6％。 

“脱节留守者”（dis-connected stayers）情况与脱节者相似，但移民意愿不高，占受访者

的31.6％。 

“积极留守者”（flourishing stayers）移民的意愿与能力都 偏低，他们非常爱国，对经济

前景乐观，也有紧密的家庭关系，占总数的29.1％。 

“探险者”（explorers）的移民意愿与能力颇高，但他们同时也为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

，对我国经济前景也相当乐观，占总数的27.7％。 

研究员指出，2010年的调查显示，倾向移民的群体比较富裕、教育程度较高。相比之下，2016

年的调查结果出现这些类型则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阶级之分。 

此外，在比对不同群体情况后，他们也发现讲英语者和非华族国人有较高的移民倾向，男性移

民的倾向也高于女性。 

对于“脱节留守者”比率高，参与调查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梁振

雄博士认为，受访者年龄介于19岁到30岁，正是经历求学、找工作、寻找人生伴侣和买房的阶

段，必须适应许多新环境。 

“这个阶段对不少人来说充满挑战。但总体而言，31.6％的比率不算高，而且国家自豪感与

2010年相比有相当显著的提升。” 

我国在2015年庆祝独立50周年，也经历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的历史性篇章，2016年6月至11月

之间展开的移民意愿调查是否受2015年事件与8月国庆影响？对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

博士说，年轻人国家自豪感整体提升，不排除这些因素影响，2010年至2016年有许多政策变化

，社会和政治氛围也明显改变。 

“展开调查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当时距离2015年已有一段时间，国际事件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持久的影响因素，如生活满意度和家人朋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