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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形势

3 月 13 日，从去年 8月成立，经过七个月后，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正式出笼。

根据最新的报告，新加坡来届大选将有 14 个单选区、六个四人集选区和 11 个五人集选

区。国会议席因此添加四个,从目前的 89 个增至 93 个。六人集选区则缩减为五人集选区。

集选区的平均议员人数已进一步从上届大选的 4.75 人降到 4.65 人。此举预示着选举的

脚步越来越近。根据过去三届大选的情况,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出炉后的两个月内,

总统便颁布选举令状解散国会,在随后的三周里完成候选人提名和投票。

然而，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前天出炉之后,民主党、革新党、新加坡前进|党、

新加坡人为先党、人民之声以及新加坡人民党都发表文告,指政府不应该在冠病疫情暴发

期间举行大选。3月 14 日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指出,国会任期

并不是下个月就结束,因此没有迫切的理由举行大选。

定居英国的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同日也表示应该把大选延后到年底或明年初。他认

为,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报告出炉,清楚显示李总理有意在这场“二战后最大的全球危机,

也肯定是新加坡独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中掌握优势,包括反对党无法借着群众大会传达信

息。肯尼斯也认为,新加坡人可能让李总理领导的政府获得堪比 2015 年的大胜,这对新加

坡的透明问责和新加坡人的利益都非好事。

曾竞逐民选总统的陈清木 3月 14 日以前进党党魁身份，在面簿上载一个三分钟的视

频，反对政府在疫情蔓延时举行大选。他建议，大选应延迟至明年 4 月，政府也大可在

这个期限之后，“让哈莉玛总统行使权力，委任一个由一些现任议员组成的看守政府”，

直到疫情结束后才举行大选。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3月25日在国会回答荷兰一武吉知马集选区议

员迪舒沙的询问时，对此作出回应说，本届政府的任期至明年 1月 14 日结束，而大选最

迟必须在 4月 14 日举行。他指出，前进党党魁陈清木医生提出推迟大选的建议是漠视宪

法，也显示他不懂宪法。等待疫情结束而退至明年 4 月之后才举行大选，不符合宪法规

定。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指出，唯有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才能这么

做，而新加坡不会草率地立下这样的先例。同时，张志贤指出，目前大选日期未定，但

考虑到 2019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李显龙总理的其中一个选项是及早举

行大选。他说，这可确认下来由谁带领国家渡过难关，让选民赋予新任政府全新与明确

的委托，以及做重大抉择的合理性。



李显龙3月27日在总统府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重申他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要

打好冠状病毒疾病这场战役,需要人民给予最坚强的团队最强力的委托。“是要选择在不

寻常的情况下办一|场大选,还是由任期快结束的政府继续带领人民进入这场风暴,我们

必须权衡|利弊和做决定。”在被问及新加坡可能多早举行大选时,李显龙没有直接回应。

但他指出,现阶段经济大致上还能正常运作,大家也能够办公,只要限制群聚人数,没有什

么问题解决不了,大选还是能举行。他举例说,以色列本月初举行了全国性的议会选举,

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在一些州也继续进行。其他国家都做到了。现在有互联网和大众媒体,

传播信息可以很方便。但如果下来我们像英国一样得锁国,要组织选举或任何活动都不容

易。人民根本不可能出来投票。'

二、经济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升级导致新加坡经济深受打击，其中航空和旅游业受到重创，餐饮、

零售、陆路交通、制造业和批发贸易也受影响。3 月 26 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

瑞杰在国会发表名为“坚韧团结配套”（Resilience Budget）的 2020 年追加预算案声明。

该声明宣布推出总值超过 480亿新元的援助措施，加上上个月财政预算案声明中拨出的

64亿新元，共拨出近 550亿新元帮助新加坡人应对冠病疫情。550亿元，占到新加坡生

产总值的 11％左右。预算案也将造成 2020财政年整体预算赤字增加两倍以上，达到近

400亿新元，为历来最高。追加预算案将会动用政府储备金，对此哈莉玛总统原则上支

持政府这么做，总统顾问理事会也一致通过。

此次追加预算案分为三个部分，目的分别为：保工作、保企业和保将来。

保 工 作

1.加强和延长雇佣补贴计划，提高每名本地员工薪资提供补贴比例，从 8%提升到

25%，薪资补贴上限从 3600 新元提高到 4600 新元。其中餐饮行业提升到 50%，航空和

旅游业提升到 75%，普通行业是 25%。受惠雇主将在今年 5 月、7 月和 10 月，分三次收

到补贴。

2.推出总值 21 亿元的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直接给予现金援助，符合资格的自雇

人士每个月将获得为期九个月，每个月 1000新元的现金补贴。从 5 月 1 日起，自雇者每



小时可获得的培训津贴也将从 7 新币 5 角增至 10 新币。为此，政府将拨款多 4800万新

币给这项计划。

3.扩大就业入息特别补助，所有符合资格的新加坡低薪工人将获得 3000新币的现金补贴。

符合条件的低薪工人和自雇人士今年将分两次获得补助，每次 1500新币。

4.推出新的“新心相连”就业（SGUnited Jobs）计划，刚从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

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将获得培训机会。提供这些培训机会的雇主，共同承担人力成本，

一共资助 8000个培训岗位。新加坡政府在 3月 27日将举办一场虚拟职业展，将有 2200

个短期与临时工作机会，让求职者申请，同时将在未来一年创造大约 1 万个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的就业机会。

保 未 来

1.推出强化版“关怀与援助配套”，总拨款 46亿新币，帮助国民减轻家庭负担。今

年满 21 岁及以上新加坡人将根据收入可获得 900新元、600新元或 300 新元的补贴。有

不满 21岁孩子的家庭额外补助 300新元，低收入人员也将获得 3000新元现金补助。

2.此外，之前宣布居住在一房和二房式组屋的国民会获得 300 新币超市礼券。加上

这些低收入新加坡人明年可获得的另外 100 新币超市礼券，他们在今明两年共将获得价

值 400新币的超市礼券。

3.将在这两年内为社区发展理事会和自主团体拨款 9500万新币。其中，社区发展理

事会将共获得 7500万新币，自主团体则将获得 2000万新币。

4.所有 50 岁及以上新加坡人可获得的 100 元百盛卡填补（PAssion Card Top-up），将

改以现金形式发放。

5.政府各项收费不进行调整，三个月内暂时不向拖欠 HDB房贷的屋主征收罚款。所有

向政府申请学贷的大学毕业生和理工学院毕业生，可延缓偿还学贷和利息收费长达一年，

从今年 6月 1 日直到明年 5 月 31日。

保 企 业

1.政府将加大力度帮助受 2019冠状病毒疾病影响的租户，符合资格的商业房地产业

可获得的产业税回扣增至 100％，即今年无需缴交产业税。其他非住宅商业产业业主，

今年可获得 30%的产业税折扣。

2.公司和自雇人士支付所得税，将可自动延迟三个月，并且无须做出申请。豁免国

家环境局管理的小贩中心或指定经营者旗下的小贩中心三个月的租金，所有非住宅租户



也将获得半个月租金折扣。

3.政府将加强融资计划，让就连受到最大冲击的企业，也能够持续获得贷款。可贷

款的金额从 500万新元提高至 1000万新元。企业在贷款保险计划下的贷款保险费津贴也

将从 50%上调到 80%。金管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让提出要求的企业可以延迟偿还贷款长

达一年。政府也会拨出 200亿新元作为借贷资本.

4.政府推出总值 3 亿 5000万元的升级版航空业援助配套，协助受重挫的航空业渡过

难关。9000 万新元协助旅游业反弹，1.18亿协助本地交通业，符合资格的士司机和私召

车司机将继续收到每个月每一辆车 300新元的特别补贴，直到 9 月底。投入 2300万新元，

为私人巴士业者提供一年路税折扣，在政府管理停车场停车时享有六个月免停车费。

5.加码 5500 万新元帮助艺术和文化行业，协助他们数码化。调高“群策群力，强化

企业”计划资助，加强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为更多数码化解决方案提供资助。为生产

力解决方案津贴和企业发展计划提供的资助，也会分别调高到 80%和 90%。

6.加强转型对未来做规划，所有 25 岁及以上新加坡人将能提早从今年 4 月 1 日起，

使用之前宣布的一次过 500元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

7.培养社会责任感，政府会适时提供援助，减缓雇主和家庭遵循安全距离措施时增

加的成本。参与保洁运动的旅游、零售和餐饮业者已可免缴评估和认证费。业者如果因

为确诊病例而必须为工作场所进行消毒，政府将共同承担专业清洁工作的费用。

此外，所有担任政治职务者将总共减薪三个月。总统哈莉玛、国会议长陈川仁和副议

长也将减薪三个月，和新加坡人共进退。

三、国防与安全

1.武装部队将设网络指挥部对抗网袭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 3 月 2 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开支预算时指出，新

加坡武装部队将成立高级别委员会，推动武装部队改组并建立综合网络指挥部，抵御

外来网络袭击。他指出，设立网络指挥部的重要性在武装部队历史上堪比设立另一支

陆军、海军或空军部队。相比海陆空领域的潜在侵略者数量有限，网络空间的敌人可

能更多。因此高级别委员会也必须果敢地探讨如何招揽具备正确能力的士兵，及士兵

的训练和部署方式。

网络指挥部将负责守卫新加坡的"数码疆域"，对抗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操控的外



部网络势力,这些势力试图影响新加坡的稳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指挥部将提供威

胁评估报告及网络袭击预警,并做出对应。指挥部将由 C4I 总长指挥   委员会将由国

防部常任秘书（国防发展）和三军总长领导。成立后的指挥部将由指挥、控制、通讯、

电脑及情报(C4I)总长指挥,C4I 总长则直接向三军总长负责。三军总长则继续负责任

务成果。

这是国防部 2017 年宣布设立国防网络署（Defence Cyber Organisation)后首次重

组武装部队网络安全指挥结构。国防网络署是负责统筹国防社群网|络的安全运作的

指挥部,由国防部副常任秘书（科技)领导。国防部和武装部队过去几年成立网络防卫

中心,建立起网络队伍,及开发网络威胁情报和侦测威胁等能力,国防网络署也在去年

9 月取得初始作战能力。军方因此决定,是时候将指挥部纳入武装部队。

除了网络安全,武装部队也将重组军事情报司,为反恐预警和事故应对工作提供

情报支援。重组后的军情司将专注于建立发掘、调查和监测威胁的能力,及加强与他

国反恐机构的合作。

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也成立另一个以国防部副常任秘书（行政）和陆军总长为首的

高级委员会,探讨如何提高回营受训的效率和成果,及更好地实现战备军人技能和能

力与他们的军种配对,并让军训更专注于他们的作战职责。当局将适时宣布具体调整。

2.新澳签署条约，新加坡军事训练空间进一步拓展

3 月 23 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和和澳洲防长雷诺兹昨天在新澳领袖级视

讯会议上签署《在澳军训与训练区发展条约》(Treaty on Military Training   and Training

Area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条约是新澳 2016 年军训和军训区发展谅解备忘录的

升级版。根据条约，两国同意不迟于 2024 年和 2028 年，分别在扩展后的肖尔沃特湾

训练区和新辟的格林韦尔训练区共同发展军训区。这两个位于昆士兰州的军训区将建

设多个配有先进标靶系统和仪器的先进军训设施，包括陆空联合武器射击场和城市战

实弹射击设施。国防部表示，陆空联合武器射击场将让新加坡陆军和空军的坦克、陆

战车、无人机、炮兵部队及其他联合武器装备共同演练。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现有的肖尔沃特湾训练区已训练 30 年。新军训区竣工后，将

让新加坡三军在相当于约 10 个新加坡的面积进行综合训练，使用期限长达 25 年。到

了 2028 年，训练的时长、人数和   装备数量也将从目前的多达六周、6600 人和 500

件包括军车等装备，增至多达 18 周、1 万 4000A 和 2400 件装备。国防部说，这将满



足武装部队机动和装甲单位实弹射击训练，及联合武器   训练日益增加的需求，提升

武装部队作为现代化综合作战部队的能力

四、外交

1.新加坡协助缅甸抗击 COVID-19

2020 年 3 月 4 日，应缅甸卫生与体育部要求，新加坡政府捐出 3000 套检测试剂盒，

以及两台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 PCR)检测仪器。这些都是

用来检验疑似患者是否感染冠状病毒的常用配备。新加坡驻缅甸大使陈婉莹在仰  光国

际机场将上述物资和设备转交给缅甸国家卫生实验室主任泰泰丁 (Htay  Htay Tin)医

生。

2.新马 COVID-19特别工作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

2020年 3 月 19 日，为解决因马来西亚封城而带来的问题，加强两国在控制疫情方

面的跨境合作。新加坡国务咨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张志贤在电话中与马来西亚高级

部长兼国防部长拿督依斯迈沙比利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讨论了为维护两国人民的健康

而进行的两国安排的协调，将疫情对双方公司，工人和公民的破坏降至最低。两位高级

部长同意，拥有新加坡工作许可的马来西亚人将在此期间继续在新加坡工作，并进行适

当的健康检查和适当的住宿安排。拿督依斯迈沙比利（Sri Ismail Sabri）向张志贤保证，

马来西亚将确保食品和物资的运输不会中断。双方还同意在 COVID-19特别工作委员会下

设立三个工作组，由两个高级部长主持，以协调人员、货物流动以及新加坡边境站的日

常运营问题。

联合工作小组上个月 25日在柔佛新山举行第一次会议。当时新加坡卫生部副常任秘

书许庚伟医生和马国卫生部副总监(公共卫生)张志强分别率领各自代表团出席，并参观了

新山的关卡和检疫设施。

3月 26 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冠病疫情联合工作小组召开第二次视频会议，会议由

交通部及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以及马来西亚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担

任联合主席。双方同意继续在两国陆地关卡进行入境检测，划一发烧的体温限度(超过

37.5摄氏度)，同时对出现症状的旅客实行相互的移交安排。新马两国在会议中汇报最新

的冠病疫情进展，分享海陆关卡现有的体温测量程序，并讨论如何移交出现症状的旅客。



两个联合主席将协调推行这些旨在全面加强海陆入境检测工作的计划。联合工作小组下

一次会议将在 4月举行。

3.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第 5 次领导人会议召开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和澳洲防长雷诺兹3月 23日上午在第五届新澳领袖级会议上签

署《在澳军训与训练  区发展条约》(Treaty on Military  Training and Training Area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李显龙总理和澳洲总理莫里森见证了签字仪式。

新澳领导人昨天举行视讯会议后，也宣布谈成新澳数码经济协定(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简称 DEA),并同意把数码经济设立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第五个支柱。新

澳在数码经济协定下签署七项谅解备忘录，即人工智能、数据创新、数码身份、个人资

料保护、电子发票、贸易便利化和农产品电子认证。这是新加坡签署的第二份数码经济

协定，新加坡今年 1月与智利和新西兰谈成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负责贸易关系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代表新加坡签署其中两项备忘录。他指出，

数码经济协定通过加强新澳的数据联通，将让新澳企业在进行横跨两地的运作时更简便。

“这七份谅解备忘录将消除企业在数码经济中可能遇到的壁垒，让企业能够创造新的数

码产品和服务。数码经济协定也将协助企业获取新澳两国的人工智能科技和人才，以更

轻易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及将这些应用商业化。” 

4.新加坡 G20 峰会上呼吁各国团结对抗冠病助全球经济复苏 

G20 历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也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全球最大 20 个经

济体首脑在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齐聚一堂,共商抗疫大计。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

杰 3月 23 日在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特别虚拟会议上，吁请 G20 发

出强有力的信号，宣示各国团结一致对抗冠病，并协调国际财政与货币措施，帮助全球

经济复苏。他说，各国须做好准备承受短期痛苦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并在国内借助财 

政工具来保障工作、帮助企业融资和为弱势家庭提供支持。“各国可以互相学习。”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出席峰会的各国领袖分享了他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这场

危机将改变现有的全球化局面,各国领导人应在危机后共同努力,重建国内对全球化的信

心。

这次峰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由本届 G20 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的财政大臣穆罕默德

(Mohammed bin   Abdullah Al-Jadaan)和金融管理局局长艾哈迈德(Ahmed Alkholifey)



联合主持。新加坡虽然不是 G20 成员,但作为全球治理集团(3G)30 个中小国家的代表,过

去 10 年来连续受邀出席相关会议。

5.新中加强抗疫合作与相互支持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本月 18 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电话,赞扬中国

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国内冠病疫情,并同意新中应推进合作加强两国集体抗灾能力。

  据外交部文告,维文赞扬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国内疫情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并就全球

和新中两国疫情交换意见。两位外长一致认同,新加坡和中国应该推进合作,增强两国的

集体抗灾能力,包括采取步骤应对疫情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的长期影响。

维文和王毅也探讨亚细安和中国能如何继续针对冠病疫情分享信息并加强合作,双

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携手克服冠病大流行。中国外交部网站则引述王毅说法称,

中国愿同新加坡进一步加强协调,探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并共同参与、倡导国际地区合

作。王毅强调,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团结抗疫的共识,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

化的做法令人不齿,只会造成国际社会分裂。

他说,中国赞赏李显龙总理多次表示不应对冠病进行污名化,呼吁各国携手共同抗疫,

相信新加坡将继续秉持公正立场。

6.新加坡参加东盟-欧盟部长级视频会议，商议共抗 COVID-19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病为“大流行病”(pandemic)。有鉴于此，东盟和

欧盟为加强信息与情报交换、分享最佳防疫方案以及针对如何管控疫情和隔离确诊病例

等加强合作，于 3月 20 日召开了东盟-欧盟关系协调会。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与交通部

及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以及欧洲委员会危机管理委员莱纳尔契奇(Janez Lenarcic),—起主持会议。

作为亚细安一欧盟对话关系的协调国，维文在会议上代表新加坡发言时指出，所有

国家的第一要务是启动紧急行动，保护国民的健康，同时也要“看紧   经济和保障人民

的生计”。他在两个区域组织会后发表媒体声明说：“疫情稳定后，另一关键是各国 

必须合作振兴经济。这包括要加倍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回到过去对合作伙伴相互开放

的精神。”  他还向东盟与欧盟成员国建议，在 2019 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各国在决定如

何落实出入境限制时，应先制定一套共同标准或指导原则。他指出，两个区域组织不但

要加强  协调与合作，以减缓疫情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层面带来的冲击，一旦疫情稳



定，各国也必须一同振兴经济，回归过去秉持的开放精神。

  在最后声明中，两个组织表示同意在东盟主导的现有机制内，携手外部伙伴，并在

将区域内不同卫生系统发展水平差异也纳入考虑后，全面及有效地对抗冠病疫情。

参加视频会议的也包括越南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亚细安秘书长林玉  辉，

以及其他东盟成员国官员。

7.新加坡携手其他六国发表共同声明，确保供应链畅通无阻

  自冠病暴发以来,由于航班取消、各国连通性下降等原因,空运量急剧滑落,空运费用

相应地变得不稳定,多次上升。在全球范围,一些海港也被施加限制而暂停运作,陆路运输

则因边境管|制而受到干扰。鉴于此，3 月 25 日，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七国（其他六国是

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缅甸和新西兰）发表联合部长声明,承诺维护供应链的

开放互通,确保医疗用品等必需品能继续流通,以共同对抗 2019 冠状病毒疾病这个全球

大流行病。这是继新加坡本月 20 日与新西兰发表联合部长声明,重申两国致力于维护贸

易和供应链的互联互通后,与多国做出的另一步合作。

根据联合部长声明,七国重申,应避免实行出口管制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在这个

时期取消对必需品,尤其是医疗用品的任何现行贸易限制措施。

新加坡贸工部发言人说,贸易的互联互通是各国有效应对冠病形势的关键支|柱。以

医疗设备的生产为例,它牵涉到横跨多国的供应链,因此须确保其组成部件和原材料能畅

通和高效地流通。七国也认同,确保贸易线路保持开放,包括通过空运和海运,协调必需品

|在内的商品流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新加坡贸工部发言人强调,这份联合部长声明是公开且包容的,新加坡欢迎其他志同

道合的合作伙伴加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陈振声呼吁各国团结起来对抗病毒,而不是做

出威胁全球贸易的决定。

五、社会、文化建设及其它

1.疫情应对

3 月份，随着疫情蔓延，输入型病例增加,新加坡对抗冠病疫情的战役进入新阶段。

新加坡不但加码对过境和社交活动的管控措施：

1.从 3 月 15 日晚上 11 时 59 分起，过去 14 天曾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



旅客禁止入境新加坡。过去 14 天曾到这些地方的本地公民、永久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

将收到 14 天的居家通知。政府也劝请新加坡居民延后前往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

的不必要行程。此前，政府只针对过去 14 天到过中国大陆、伊朗、韩国和意大利北部的

人实施禁止入境令。从 3月 23 日 11 时 59 分起，共同领导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国家发

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昨早接受媒体访问时，宣布将进一步收紧边境防疫措施。

不分国籍禁止所有短期访客入境新加坡或在新加坡转机，新加坡人若执意出国，也可能

面对后果。与此同时，人力部允许提供必要服务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入

境新加坡。这包括负责照顾家中老幼的女佣，以及在医疗服务或公共交通等领域任职的

员工。新加坡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仍能返新，但须遵守 14 天居家通知。

2.所有旅客入境新加坡时若出现呼吸道症状或发烧，除了得现场进行冠病检测，就算

检测结果呈阴性，也要完成 14 天的居家隔离令。

3.3 月 13 日起，新加坡所有港口，禁止邮轮停靠。

4.所有 250 名或更多参与者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都必须推迟或取消，对于已售

票的活动，主办方必须确保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活动才能进行。活动尽量控制人数

在 250 人以内，减少参加者聚集，座位保持在至少 1米距离，活动场地要通风，参加者

要量体温，身体不适禁止参加，参加者提供个人信息，方便追查。

5.在公共场所减少近距离接触，餐馆限制餐桌距离（至少一米），娱乐场所和景点等

限制人数，公共场所加强清洁，并且贴出相关卫生准则供访客参考。

6.劝请雇主尽量减少雇员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例如进行视讯会议或错开上班时间，让

雇员能错开高峰通勤。

7.3 月 13 日至 27 日，取消所有回教堂的活动，包括讲堂和宗教课程，旗下附属的幼

儿园也受影响，之前的政策是，3月 13 日起，本地所有回教堂将暂时关闭至少五天消毒。

8.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 3月 24 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为进一步减少新加坡人的社交接

触，本地所有酒吧、娱乐场所如电影院和卡拉 OK 店、补习中心等将从明晚关闭一个月至

4月 30S,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以外的  所有聚会也不能超过 10 人。零售商场、博物馆和旅

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因为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较短，因此可继续开门营业，但得确保场

内每 16 平方米空间不能超过一人

9.3 月 28 日，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为配合本地实施更严格的社交安全距离措施,,

加强学校预防工作,决定启动让学生每周一次在家学习的计划。从 4月 1日起,所有中小



学、初级学院及励仁高中学生,每星期将有一天在家学习。小学生将在每周三在家学习、

中学生每周四,初院生则是每周五。这项安排不影响教育部幼儿园。学生在家学习当天，

学校会照常开放,那些无法安排他人看顾孩子的家长,可让孩子继续到学校学习。从事医

疗行业等必要服务的的家长有优先权。

10.3 月 29 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接到隔离令或居家通知的人，必须戴口罩看医生，

也不许在隔离的地方接触任何人。若违反可判 6个月刑罚或罚款高达 1万新币！

2.新加坡工资理事会发布工资调整建议

3 月 30 日，新加坡工资理事会发布工资调整建议，并得到政府认可，下月生效。

工资调整建议过去一般在 4月或 5月发布,但考虑到经济局势显著恶化,今年提前到本月

开会。工资会呼吁雇主关照月入少于 1400 元的低薪员工,只冻结不减薪。雇主若能给予

加薪,则应最多加到 50 元。它也建议,如果业绩允许,雇主应考虑给予加紧协助公司营运

的低薪员工额外花红,尤其是在防疫前线工作的员工。工资会建议，雇主若等不到年底才

调整年度可变动工资,可考虑调整每月可变动部分,不论是本地或外籍员工应公平对待。

雇主也应顾及减薪对靠佣金、加班费,或被要|求拿无薪假的员工的影响。对于近九成没

有推行每月可变动部分工资制的雇主,他们可考虑削减最多 10%的基本工资。视公司的情

况而定,管理层本身可减薪超过 10%。工资会强调,雇主应制定明确的指导原则,在经济复

苏时通过工资增长或调整来恢复被减薪部分。业绩表现仍良好的公司则应继续根据业绩

和员工贡献奖励员工。如果雇主采取所有措施和工资调整后仍得裁员,工资会要求雇主以

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此外，2019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严重打击经济,本地员工若因工时和收入减少,有意找

兼职工作补贴,全国工资理事会3月30日公布相关指导原则,建议雇主体谅和支持这些员

工。鼓励雇主豁免不能到其他公司兼差的规定,以及协助员工化解"同侍二主"可能产生的

利益冲突。

信息参考来源

新加坡政府网站：www.gov.sg

新加坡国防部：www.mindef.gov.sg

https://www.yan.sg/?s=%E6%96%B0%E5%8A%A0%E5%9D%A1%E6%94%BF%E5%BA%9C


新加坡外交部：www.mfa.gov.sg

新加坡财政部：www.mof.gov.sg

新加坡贸工部：www.mti.gov.sg

新加坡卫生部：www.moh.gov.sg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www.ica.gov.sg

新加坡统计局：www.singstat.gov.sg/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www.hdb.gov.sg

新加坡教育部：www.moe.gov.sg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www.mccy.gov.sg

新加坡眼：www.yan.sg

联合早报：www.zaobao.com

海峡时报：www.straitstimes.com/

http://www.mti.gov.sg
http://www.singstat.gov.sg/
https://www.baidu.com/link?url=5UteZOGJHM9-tuWXKXKhw3EOLsxIkYBOjhb-IT5bmughy-Hxjkpu0IMfD7MyqPMJ&wd=&eqid=bcc38baf000000f3000000065e786852
http://www.yan.sg

	1.新加坡协助缅甸抗击COVID-19
	2020年3月4日，应缅甸卫生与体育部要求，新加坡政府捐出3000套检测试剂盒，以及两台聚合酶链式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