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循财说，透过财政政策，国人缴税以汇聚钱财，再以这笔钱来体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要推广的共同

价值观。 

     新加坡政府正在加强社会转移措施和强化安全网，接下来还会做出更多。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循财昨天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10周年研讨会上致辞时指出，当务之急不再是议论政府应否承担更高额的社会开

支，而是如何公平和可持续地花费征税所得。“把政府视为脱离人民的个体，想象政府有独立的资金来源，这没什么意义。整体人民共同决定成

就的事，其实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透过财政政策，我们缴税以汇聚钱财，再以这笔钱来体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要推广的共同价值观。”黄循

财认为，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包括辛勤工作和承担个人责任，国人都秉持工作的尊严并希望按照个人的贡献和努力获得公平的奖励。 

超过 500人参加了研讨会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和人口老龄化等课题的小型讨论会议，当中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李光耀公共政策

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 

 

推介两本建国总理新书 

黄循财昨天也为《治理亚洲》（Governing Asia），以及《李光耀的宏大治国理念》（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两本新书主持推介仪式。前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的论文集，后者则

收录曾与建国总理李光耀共事者的文章，包括巡回大使陈庆珠、教育部长王瑞杰以及前总统纳丹。他们去年配合李光耀的 90大寿，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所举行的研讨会上，分享李光耀在法律与政

治、社会与经济，以及治理与外交等方面的见解。 

黄循财不曾与李光耀共事，但他表示他也能够感受到建国总理所面对的挑战和承受的压力。他昨天在演讲中，说明李光耀治国理念的价值。他说，李光耀反对把福利主义当做重新分配财富的强硬

手段，但坚信应该让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机会以发挥潜能。此外，李光耀提醒小国很脆弱，需要制定生存的战略，他也强调必须建设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和谐社会。黄循财说，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

网络迅速散播极端主义思想和煽动性言论，以及引进新移民等，都对建设和谐社会带来挑战。“这些挑战不局限于新加坡，世界各国都面对非常类似的问题。这是导致各国民粹运动的部分原因，有关

人士利用人们对社会的普遍不满，以及民族主义和排外的情绪，来动员普罗大众。”黄循财说，新加坡也面对同样压力，一个例子是去年辩论人口白皮书时，一些组织呼吁“零外劳增长”。“那是很

好的口号，这些组织丝毫不担心这么做对经济、本地企业和新加坡人的就业机会，可造成什么后果。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推广或强化我国的民主机制。”他说，这不仅涉及政党政治的问题，而是有

关我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机制。“我希望我们的民主机制具诚信、以行动为主，并由积极的公民组成，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