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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调查显示，每三名年轻国人当中就有将近一人考虑在未来五年里移民至其他

国家，两成受访者也坦承经常考虑移居他国。 

这项在2016年6月至11月间进行的年轻人移民意愿调查，访问了2013名年龄介于19岁到30岁的

国人，调查结果与2010年首次展开这类 调查相似，考虑移民的国人没有显著变化。 

时常思考永久移民他国的受访者，从2010年的21.2％减少到2016年的18.3％。认为移民海外能

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国人从28.8％减少到27.4％。与此同时，考虑未来五年里移民的国人则从

28.8％微增至29.2％。 

澳大利亚依然是本地年轻人最向往移民的国家，其次则是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对国家自豪感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国人对新加坡的自豪感在这期间显著提升。宁可保留新加坡国籍的受访者

从57.2％增加至79.7％，认为新加坡整体而言比多数国家好的比率也从52.2％提高到77％。调

查指出，国家自豪感、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以及相信有能力在本地改善生活，都是鼓励国人

留守新加坡的主要因素。 

负责这项调查的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受访时指出，年轻人移民意愿在过去多年里没有

显著变化，这本身就令她感到有些惊讶。“政治人物和媒体报道常常呼吁国人放眼世界，出外

闯荡，吸引国人出国的因素非常多，但年轻人移民倾向并没有显著增加。” 

许林珠认为，国内外事件都影响了国人对移民的态度。她指出，许多国家如今民粹主义、部落

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恐怖主义威胁也让国人更珍惜新加坡的安全与稳定。 

与此同时，政府在过去几年改善医疗和教育制度，并推出技能创前程计划，使新加坡更具吸引

力。 

社会学家、新加坡管理大学学生事务总监郑宝莲教授受访时也指出，调查面向年轻人，他们向

往国外生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每一批国人当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这是不

可避免的。” 

对比两轮调查结果，家人与朋友仍是年轻人扎根新加坡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如今也更重视公共

卫生与安全、教育机会和政治稳定等宏观环境因素，在乎拥屋和收入等生活条件的受访者比率

则减少了。  

看待外来人才年轻人态度两极化 

在看待外来人才方面，年轻国人的态度则呈两极化状态。一方面，肯定外来人才有益于新加坡

的国人比率显著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同意外来人才贡献不亚于新加坡人的受访者，从2010年



的45.4％提高到2016年的62.5％，而认为外来人才会永久扎根新加坡的受访者也从42.7％增加

到55.3％。 

另一方面，同意外来人才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国人也更多。过半受访者认为，外来人才把新加坡

视为他们朝其他发达国家发展的踏脚石，比率从45.5％增至55.9％。不满新加坡有太多外来人

才而想要移民的国人，也从2010年的37％提高到44.9％。 

郑宝莲表示，调查结果反映了国人对于外来人才课题的矛盾心态。 

“移民课题本身就很复杂，在理想状态下没有人会希望在拥挤的环境里居住和竞争，但与此同

时国人都受过教育，能理智了解新加坡需要外来人才，也不能任意歧视他人。许多人对外来人

才的错误观念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负面内容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课题上，还有一些需要

我国应对的‘痛点’。”移民课题本身就很复杂，在理想状态下没有人会希望在拥挤的环境里

居住和竞争，但与此同时国人都受过教育，能理智了解新加坡需要外来人才，也不能任意歧视

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