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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人当中，有约五人认为自己在冠病疫情期间，学习到有助职业发展的新技能。调查也

发现，从事劳动、零售，以及运输行业，并且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对于自己未来六个

月的就业保障最没有信心。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针对疫情期间工作安排所展开的最新调查显示，30 岁至 39 岁的

受访者中，60%认为自己在疫情期间掌握了新技能，比 60 岁以上者的 41%来得高。 

持有大学文凭及以上的受访者当中，57%同意自己在疫情期间学到新技能；教育水平在中学

及以下的受访者则只有 38%认同这一点。 

除了学习新技能以外，疫情也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理想。约 47%的受访者说，自

己的职业目标在疫情期间有所改变，当中 69%考虑转换职业跑道。 

共同撰写论文的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副处长侯民正博士指出，其中一群较有可能改变职

业目标的是年纪轻、教育水平高的受访者，他们有更多的职业选项。 

疫情令人更重视家庭关系 家有幼儿者更想另塑事业 

“疫情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所重视的事项，对这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再追求名利，选

择做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事。” 

侯民正说，那些在疫情期间，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失业、收入下滑的民众，也被迫重新思

考他们的职业前景。 

那些家中有 12 岁以下小孩的受访者也较有可能改变他们的职业目标，反映出人们在疫情期

间更重视家庭关系。 

去年底至今年 2 月期间进行的调查发现，每 10 名受访者当中，有约两人失业或选择离职。

在同一期间，有约三成受访者的收入下跌。 

过半有信心 未来六个月保住工作 

另外，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信心能在未来六个月保住工作，月薪以及教育水

平较高者，对自己的就业保障更有信心。 

月薪超过 5999 元的受访者中，有 69%对于未来六个月的就业保障有信心；相较之下，月薪

低于 3000 元者，只有 54%有信心。 

持有至少大学文凭的受访者中，65%对他们的就业保障有信心；教育水平在中学及以下者，

则只有 48%有信心自己能在未来六个月保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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