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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背景  
新加坡公民人口在 2012 年进入一个

转捩点。我国第一批婴儿潮（二战

结束后生育高峰期）人口步入 65 岁。

从现在到 2030 年，新加坡将经历前

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超过 90 万

名婴儿潮人口 （超过目前人口的四

分之一），将成为银发族。从 2020

年开始，每年退休的人数将超过刚

步入社会工作的人数，劳动人口将

会随之减少。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偏

低，如果不引进新移民，公民人口

将迅速老化，并从 2025 年开始萎缩。 

这份白皮书列出了新加坡人口政策

的主要考量与方案,重点在于应对人

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白皮书

概述有关政策的方针：确保以新加

坡人为社会的核心、调控新移民与

永久居民的人数、为新加坡人制造

就业与发展机会、打造优质的生活

环境，以及加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感和社会凝聚力。 

 

可持续的人口和朝气蓬勃的

新加坡的三大支柱  
长远来说，如果新加坡要维持可持

续的人口，我们必须拥有三大坚实

的支柱： 

首先，新加坡人是国家和社会的核

心成员。我们要有一个坚强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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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就必须由新加坡人组成坚

实的核心。在我们的社会里，家庭

是一大基石，肩负着传承价值观及

培养归属感的责任。我们也许来自

不同的祖籍地或种族背景，但我们

都是新加坡人，都很拥护一些共同

的信念和理想：任人唯贤的体制、

公正平等的社会、尊重多元文化，

以及建立宽广的公共空间，让各族

同胞一起生活、建立感情。 

其次，我国的人口和劳动队伍的组

合必须有利经济发展，使经济保持

蓬勃，为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与进

取的机会，使国人得以施展抱负、

实现理想。许多亚洲城市正快速地

现代化，并且已经开始赶上新加坡。

我们必须不断发展和提升，才能继

续在全球的城市群中占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并成为一个机遇处处、生

机勃勃的城市。有了蓬勃的经济，

我们就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去落实

包容性的增长的策略，使全体人民

从中受惠。 

第三，我们必须继续使新加坡成为

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必须继续精

心地管理、规划和发展这座城市。

我们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环境正在改

变，民众和经济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也一直在变，我们必须及时和迅速

地满足新需求；我们也应该致力于

保留和打造绿色空间，使新加坡成

为独一无二的、欣欣向荣的“花园

里的城市”。 

 

以新加坡人为社会的坚实核

心  
新加坡目前的总生育率是 1.20。过

去 30 年来，总生育率一直低于 2.1 

的替代水平。这不是新加坡独有的

现象，许多先进的西方国家及东亚

社会如香港、台湾及日本，也面对

生育率偏低的问题。 

为了帮助国人达成结婚生子的愿望，

政府在 2001 年推出了一项“结婚

生育配套”，并于 2004 年及 2008

年加强配套的内容。今年，我们再

次加强这个配套，包括：(1)协助已

婚夫妇更快及更容易获得组屋分配，

以鼓励国人早日结婚生子;(2)受孕

及分娩费用将获得更多补助;(3)进

一步资助养育子女的费用，包括医

药费;(4)协助在职夫妇平衡家庭与

工作的需要;(5)通过父亲陪产假及

父母共用产假的计划，鼓励为人父

者在育儿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我们继续欢迎移民，重要的是他们

必须为新加坡作出贡献，并且愿意

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和融入我们的社

会。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公民与非公

民结为夫妻。这类婚姻每年约占国

人婚姻总数的 40% 。单在 2011 年，

便有约 9000 个例。 

我国的总生育率预计无法在短期内

达至 2.1 的替代水平。因此，引进

年轻的移民有助于填补年轻人口的

不足，并缓解公民人口老龄化的问

题。为了避免人口萎缩，我国每年

将引进一万五千至两万五千名新公

民。我们将根据申请者的素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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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以及国家的新需要，不时检讨

移民的人数。 

永久居留权是外国人在领取公民权

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受考虑的对

象是那些认同新加坡长远利益，并

有意在此落地生根的人。我们已经

大幅收紧这项政策，获得永久居留

权的人数，从 2008 年高峰期的 7 万

9000 人减至目前的每年 3 万人左右。

我们将保持目前的步伐，把永久居

民的总数维持在介于 50 万 至 60 万

人 之间, 以确保我国拥有合适的潜

在公民人选。 

我们将继续鼓励及帮助新公民融入

我国社会，使他们能够适应本地的

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新移民带来

不同且广泛的经验、技术和才能，

增强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实力。 

我们谨慎控制引进移民的速度，基

于此，到了 2030 年，我国公民人口

预计将介于 360 万至 380 万之间；

加上 50 万至 60 万名永久居民，我

们将会有 420 万至 440 万的居民人

口（包括公民及永久居民）。当然，

实际数目取决于生育率、移民情况，

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等因素。 

 

为国人制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我国劳动队伍的素质正逐渐提高。

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受过更高教育，

许多在职人员也参加了持续教育和

培训，提升了自己的技能。我们预

计将有相当数量的国人晋升到专业

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

（PMET）的行列。到了 2030 年，从

事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及技

师工作的国人将从目前的 85 万增加

至 125 万，增幅将近 50%。不属于

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

的人员则预计会减少超过 20%，从

目前的 85 万减至 65 万。总的来说，

到了 2030 年，将有三分之二的新加

坡人从事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

员及技师的工作。目前只有半数的

国人从事这类工作。我们将继续照

顾还未晋升到这个行列的国人，为

他们提供提升技能的机会，确保他

们受到公平待遇，并且在他们掌握

更高的技能后，能够享有相应的更

高酬报。 

蓬勃的经济和企业文化，是创造良

好的就业与发展机会的先决条件。

我们的企业必须有能力为新加坡，

乃至本区域和世界提供优质的商品

和服务。我国必须比其他亚洲城市

更具竞争力，才能够为这些城市提

供它们所需要的，却还未能自行生

产的高端商品和服务。我国企业将

需要一支拥有各种技能、背景和经

验的劳动队伍，以开启高增值的新

兴领域以及掌握区域和国际市场的

动态。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一支结

合国人和外籍人士的互补性劳动队

伍。 

外籍工人所带来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以及对市场的了解和联系，可协助

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公司开发新产品

和新市场。 

引进外籍工人，也让我们拥有适当

数目的较低技能工人，以辅助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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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员工，以建立一支技能平衡

的劳动队伍。目前的趋势是，越来

越多新加坡人掌握了更高的技能，

他们所放弃的较低技能的工作由外

籍员工负责。 

此外，外籍工人也从事医疗保健、

老年护理和家佣服务等行业，为我

国的老龄化人口和在职夫妇提供帮

助。外籍工人也协助我们兴建基础

设施和房屋，以及从事环境的清洁、

美化及维修工作。这些外籍工人为

我们效劳，我们能以适中的成本提

供优良的社会和设施管理服务，使

国人享有更高的生活素质。 

在经济一片兴旺时，外籍员工能协

助企业快速和灵活地扩充。在经济

不景气时，他们能起缓冲作用，避

免本地员工陷入失业的困境。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相当数目的外

籍工人，以辅助以新加坡人为核心

的劳动队伍。 

不过，我们不能毫无节制地引进外

籍工人。无论是外籍员工的人数，

或者是整体人口的数量，都不应该

让我们感到不胜负荷。过多的外籍

工人也会压低工资，并削弱企业提

升工友技能和提高生产力的动力。 

在未来的七年，本地劳动队伍的增

长将放缓，总体劳动力增长也将放

缓至每年 1%-2%，这是过去三十年

平均增长率（即 3.3%）的一半。在

2020 年之后，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

人口停止增长，总体劳动力增长将

进一步放缓至每年约 1%。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对外来劳工的

依赖，更加善用资源和加紧提高生

产力。这是确保经济持久发展和提

高实际工资的唯一途径。不过，我

国经济日臻成熟，人口结构正经历

重大变化，生产力的提升会变得更

为困难。 

在 2020 年之前，如果我们每年能取

得 2%至 3%的生产力增长（这是很难

达致的目标），并且维持介于 1%到

2%之间的总体劳动力增长，就能取

得平均 3%至 5%的经济增长。然而，

在未来的几年，比较切合实际的平

均增长是介于 3%至 4%之间；在一些

好年头，我们可能超越这个增长水

平。 

在 2020 年后，只要我国保有竞争力，

并能和亚洲的增长接轨，我国的前

景是光明的。从 2020 年至 2030 年，

我国有可能取得每年介于 2%到 3%的

经济增长。不过，实际增长幅度将

取决于几个因素：外在环境的变化，

本地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增长，以及

新加坡人是否比其他城市的人更具

活力、创造力和协作精神。 

 

优质的生活环境  
我们希望新加坡继续成为世界上

宜居的城市之一 : 一个适合各年龄

层居住的城市，一个令我们感到自

豪的家园。 

我们将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及打造优

质的城市环境，为公众提供便利的

设施，交通网络和服务。到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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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的地铁网络将增加约 100

公里，全长达 280 公里。我们将兴

建更多组屋、医院和护理设施。有

了新的公园和公园连道，国人将能

够轻易地继续享用全岛各地的绿色

空间。 

我们将继续通过新科技和革新的办

法探讨如何善用土地资源，争取

有效益的用途。国立研究基金会已

拨出 1.35 亿元，就土地与宜居性课

题展开研究，主要的目标是创造符

合经济效益的新空间，使土地获得

充分的利用。 

如果我们预先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

并及时与有效地落实这些计划，我

们就能克服目前的人口压力与拥挤

的问题，使新加坡有能力容纳更多

的人口。 

 

人口发展趋势  
这份白皮书提出的人口政策和方案，

综述了我们可能面对的人口趋势，

让我们可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眼下和

未来的需要。 

到了 2020 年，新加坡总人口（包括

居民与非居民）预计将介于 580 万

至 600 万之间。人口数量将取决于

我们的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以及

社会和经济的需求。由公民和永久

居民组成的居民人口预计将介于

400 万至 410 万，其中的 350 万至

360 万人将是公民。 

到了 2030 年，新加坡总人口可能达

650 万至 690 万之间。不过，实际

的人口数量较难确定，同样取决于

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全球与区

域环境、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需

求等因素。由公民和永久居民组成

的居民人口，预计将介于 420 万至



7 
 
 

440 万之间，其中，公民人数将介

于 360 万至 380 万。 

 

结语  
我国在人口的问题上面对复杂和多

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将对我们这

一代和子孙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捷径。 

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在应对

人口问题的挑战时，如果我们做得

不足，我们的社会很可能陷入人口

逐渐老化的困境，进而失去活力与

朝气，而年轻一代也将到别处寻找

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引进过

多的移民和外籍员工，我们将削弱

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

国人产生一种被挤出自己家园的感

觉。政府发表这份白皮书，目的是

要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以达成

“可持续的人口，朝气蓬勃的新加

坡”的目标。 

我们必须预先好好的规划，才能为

目前和未来的新加坡人创造一个美

好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们彼

此关怀，富有归属感，并且对国家

充满自豪感；这也是人们成家立室，

养儿育女的好地方；同时，老年人

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年轻人则有

机会施展才华，创造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