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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背景： 

      2023 年 10月 30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半年度的《宏观经济

评估》报告，该评论记录了经济政策小组（EPG）的分析以及对新加坡宏

观经济发展做出评估以与市场参与者、分析师和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交流，

它还以 EPG 进行的深入研究为特色，并邀请特邀撰稿人，就新加坡经济面

临的更广泛问题展开讨论。   

 

 

 

 

 

 

 

 

 

 

 

 

 

 

 

 

 

 



 

 

一、政治与法律                                                         

政府设跨部门委员会强化反洗钱制度                                                                      

10 月 3 日，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在国会发表了部长声

明，英兰妮指出，虽然各个机构都有相关的反洗黑钱机制和条例，但不法之徒很会钻漏洞。为确

保新加坡的反洗黑钱制度保持有效，跨部门委员会将负责监督政府的整体反洗黑钱策略和努

力。 她宣布，政府将设立由她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成员包括内政部、律政部和人力部等的政治

职务者。委员会将从近期的洗钱案件中学习，检讨新加坡的反洗黑钱制度；若发现不足之处，将

加强条例和执法行动力度。委员会将公布审查结果。 

这个检讨和审查工作将涵盖四大领域。首先，是如何避免公司被罪犯用来进行洗钱活动；第

二，是金融机构可以如何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可疑交易；第三，是整体防范

生态中的“其他成员”如房地产中介，如何更好地应对洗黑钱风险；最后，是如何更集合与加强

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携手侦查可疑活动。 

 

社团（修正）法案通过 加强监管社团和注册程序                                            

10 月 4 日，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在国会为社团（修正）法案提出二

读时强调支出，加强社团监管和注册程序，让注册官有权查问通过自动程序提出申请的组织不是

“开倒车”，而是确保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并保障国家利益与维护治安。自动程序注册的社团，

不会因此面对更长的申请时间。 

目前，活动涉及政治、宗教、种族、国籍和人权等课题的指定组织（specified societies），须

通过“普通程序”（normal route）注册，接受较长的审查。内政部在 2004 年推出“自动程序”

（automatic route），让不属于指定组织类别的申请者，通过这个更快的途径注册。注册官只要

确保申请符合所需条件，收到申请当天就可进行注册，无权进一步查问。 

法案已在国会三读通过。接下来，即使是自动程序申请者，注册官也可提出问题，向对方要

求更多信息。若发现对方可能从事违法活动，或威胁新加坡利益和安全，注册官也有权拒绝申请。

议员严燕松（阿裕尼集选区）质疑，收紧自动程序似乎在“开倒车”，担心这会使一些组织更不

愿意注册，让当局更难监管。 

孙雪玲对此解释，在一些情况下，注册官需要申请者提供更多信息，来确定组织不属于指定

组织的范围，但根据现有法令，注册官无法这么做。“如多名议员反映，有鉴于地缘政治关系紧

张，各组织都有可能受到外来干预。新加坡须有相关防范措施，确保组织不被用来影响社会治安

与和谐，因此我们对组织动机起疑时，有必要让注册官有权力查问，确保社团通过正确的途径注



 

 

册，修订内容其实是具前瞻性的。” 

新加坡多政府部门常秘调动                                                                                                                 

10 月 23 日，新加坡公共服务署发文告宣布，2021 年 9 月起出任企发局执行董事及首席运营

官的萧振祥（45 岁）将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人力部第二常任秘书。萧振祥之前曾在人力部、

公共服务署、民事服务学院、教育部，以及交通部任职。在出掌企发局之前，萧振祥是李显龙总

理的首席私人秘书。 

另有三名常秘职务调整。2024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职务的常秘分别是张静文（49 岁）、陈义

娇（48 岁）和王赐吉（49 岁）。张静文是国家发展部（发展）兼公共服务署（发展）常秘，她

明年将卸下国家发展部的职务，改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公共服务署（发展）常秘。国家发展

部（发展）兼公共服务署（发展）常秘张静文将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改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兼公共服务署（发展）常秘。（公共服务署提供）她曾在原环境部、国防部、人力部、原新加坡

劳动力发展局、国家发展部，以及原马林百列社区发展理事会任职。2013 年她受委出任卫生部副

常秘（发展），2018 年调任公共服务署副常秘（转型），2021 年受委国家发展部和公共服务署

第二常秘。刚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兼任公共服务署常秘的陈义娇则会卸下文社青部常秘的职务，

继续担任公共服务署常秘。 

  公共服务署常秘陈义娇将卸下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常秘的职务。（公共服务署提供）她曾

在财政部、公共服务署、国防部、教育部，以及中区社理会任职。她在 2012 年受委出任原环境

及水源部副常秘（政策），2015 年调任总理公署副常秘，2018 年起出任文社青部常秘。 

2023 年 6 月受委的国防部常任秘书（国防发展）王赐吉，则会兼任国家发展部（发展）常秘。 

国防部常任秘书（国防发展）王赐吉将兼任国家发展部（发展）常秘。（公共服务署提供）王赐

吉曾是新加坡武装部队总长，他于 1994 年入伍，2018 年 3 月受委三军总长。2013 年至 2014 年，

王赐吉曾借调担任当时刚成立的幼儿培育署的副总裁。 

庄凯峰职衔有更动。职衔有改动的是现任通讯及新闻部（发展）兼总理公署（发展、网络安

全）常秘的庄凯峰（44 岁），他的职衔 11 月 1 日起改为通讯及新闻部（资讯与发展）兼总理公

署（发展、网络安全）常秘。通讯及新闻部（发展）兼总理公署（发展、网络安全）常秘庄凯峰

的职衔将从 11 月 1 日起改为通讯及新闻部（资讯与发展）兼总理公署（发展、网络安全）常秘。

（公共服务署提供）他曾在原新闻通讯与艺术部、内政部、民事服务学院、贸工部和总理公署任

职，也在蚬壳东方石油公司工作过两年。他于 2014 年受委为李显龙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2017

年调任经发局局长。 



 

 

前总统哈莉玛获淡马锡勋章（最高荣誉）                                                 

10 月 25 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文告宣布前总统哈莉玛获颁淡马锡勋章（最高荣誉）（Order 

of Temasek（With High Distinction）），名列今年国庆奖章名单榜首。将在 10 月 29 日（星期天）

的国庆奖章颁授仪式中受勋。颁授仪式将在工艺教育学院中区学院举行，届时哈莉玛将从总统尚

达曼手中接下新加坡授予非制服人员最高荣誉的奖章。 

哈莉玛是新加坡第八任总统，也是新加坡首名女性国家元首，她刚在 9 月 13 日卸任。 

淡马锡勋章最高级别限颁 12 人 哈莉玛是第 12 位。淡马锡勋章分三个等级新加坡政府 2019

年修改条例，将原本的一级勋章改称“最高荣誉”、二级改称“荣誉”，三级则直接称为淡马锡

勋章，而最高级别的淡马锡勋章限颁 12 人。最高级别淡马锡勋章受勋者中，哈莉玛是继尤索夫·依

萨、黄金辉、纳丹和陈庆炎之后，第五名受勋的前总统，她也是第 12 位受勋者。 

新加坡本地四反对党组成非正式联盟                                                   

     由国民团结党（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红点同心党（Red Dot United）、新加坡人民党

（Singapore People's Party）和新加坡统一党（Singapore United Party）成立的“The Coalition”非

正式联盟上周六（28 日）发布声明，将这个联盟形容为“史无前例”且“有别于之前组建联盟的

尝试”。声明说，组建联盟的四个政党都秉持相同的原则——支持、协作和尊重，与新加坡和国

人息息相关，不只是为下一届全国大选，更是延伸到未来。 

   联盟将集中资源进行宣传，举办公共活动，与选民交涉、合作加强政党品牌和信誉、制定一份

全面的联合宣言、并且避免来届大选出现三角战。联盟指出，计划扩大来届大选中的竞选范围，

角逐八至十个选区。 

 

二、经济形势                                                    

 

人力部：第三季就业人口增幅放缓 裁员人数回升                                        

10 月 26 日，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今年第三季《劳动市场报告》，预估数字显示，第三季就

业人口增加 2 万 4000 人，增幅环比减少 300 人。不包括外籍帮佣在内，9 月份的总就业人口达

370 万 6400 人。 

虽然就业人口稳步增加，但今年首三季裁员人数总和已破 1 万大关，超越冠病疫前 2019 年

全年裁员总数。2018 年及 2019 年，分别有 1 万零 730 人及 1 万零 690 人丢了工作。 

今年第三季被裁者有 4100 人，比第二季的 3200 人，增加 900 人；主要在服务业（3100 人），



 

 

特别是批发贸易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则分别有 800 人和 200 人失去工作。企业重组仍是裁员主因。

人力部文告指出，批发贸易领域裁员人数上升，反映这个行业面对外部前景疲软的压力。   

 

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率料达 0.5%到 1.5%预测区间下限                                     

    10 月 30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半年一度的《宏观经济评估》报告，其中指出，新加坡

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停滞后，在第三季回升。更广泛的领域出现趋同现象，面向外部的领域出现复

苏迹象，以国内市场为主的领域则增长放缓。当局预计，未来几个季度，这些调整将持续，除非

外部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在通货膨胀率方面，金管局预计核心通胀率最迟会在 12 月下滑到 2.5%到 3%之间。明年初，

消费税调高一个百分点，以及必要服务通胀率的上升，将促使核心通胀率攀高；但会在之后的几

个季度里恢复放缓的趋势。 

   当局预计，明年的核心通胀率将从今年的大约 4%放缓到 2.5%到 3.5%之间。 

   整体通胀率未来几个月则会在拥车证成功标价和汽油价格攀升的推动下，进一步上升。不过，

明年的整体通胀率预计会从今年的大约 5%放缓到平均 3%到 4%之间。 

   如果排除消费税上调带来的影响，核心通胀率明年预计将达到平均 1.5%到 2.5%之间；整体通

胀率则会达到 2.5%到 3.5%之间。 

三、国防与安全                                                

李显龙：新加坡国家面对三大威胁                                               

新加坡内部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简称 ISD）今年 8 月 23 日欢庆成立 75 周年，

并在 10 月 24 日晚上于丽思卡尔顿美年酒店举行闭门晚宴，邀请退休以及在职内部安全局官员出

席。李显龙总理是主宾，出席的嘉宾还包括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以及内政部长

兼律政部长尚穆根。 

李显龙总理在晚宴上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的多种族小国，很容易受到外部和内部威胁的

影响。从二战后期到今日，新加坡成功维护国内安全和主权，减少威胁绝非偶然。特别是现在以

巴冲突再起，全球的安全体系面对的挑战将不断增加，新加坡也不例外。 

李总理说，第一个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这一直是内部安全局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来自伊斯

兰恐怖组织的威胁。 

至于第二个威胁，总理则认识是外来影响和间谍活动。“这与战争或人身攻击无关，新加坡

武装部队的存在就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谈论潜伏在阴影中的更阴险的威胁。 内部安全



 

 

局的工作就是照顾他们。内部安全局与那些试图颠覆我们、发动操纵我们行动或进行间谍活动以

泄露我们最宝贵机密的外国人打交道。” 

他指出，第三个威胁是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新加坡多种族和宗教，自独立以来，我们在

不同社区之间建立信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和态度的差异已经完全

消失，那是不明智的。”他说，内部安全局一直给予国家稳定的力量，常常低调地在暗中行动，

该局的官员们远离聚光灯，但一直默默做好准备应对一切，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所有新加坡人

的主权。 

 

四、外交                                                     

黄循财访美 10 天 强化牢固双边关系                                                            

   10 月 5 日至 15 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到美国进行工作访问。这是他去年 6 月出

任副总理之后，首次出访美国。他将先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探访新加坡派驻在卢克空军基地

的“和平卡文”第二阶段分遣队。卢克空军基地，是新加坡空军 F-16 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基地。

驻扎在这个基地的“和平卡文”第二阶段分遣队设立于 1993 年，是空军部队在海外成立最久的

分遣队，刚在今年 4 月庆祝成立 30 周年。随后再到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出席一系列活动，以及

会见多名美国部长和高级官员。 

   在第二站纽约市，黄循财会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董事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 GIC 投资

论坛，以及为新设立的全球创新联盟（Global Innovation Alliance）节点主持启动仪式。 

全球创新联盟是新加坡和海外合作伙伴在主要创新中心和重要需求市场所组成的网络，侧重于科

技和创新。位于纽约市的这个新节点，是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带头在美国东岸设立的第一个节点，

支持以新加坡作为基地的科技起步公司和中小企业进入纽约及更大的美国市场。 

    黄循财此行最后一站，是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他会同多名拜登政府的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

会面，讨论如何在新兴领域进一步推进双边合作。 

陪同黄循财出访的包括外交部长维文医生、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贸工

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圣辉，以及总理公署、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官员。 

新沙两国同意提升关系至战略伙伴                                            

李显龙总理应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邀请，于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根据新

加坡外交部 21 日傍晚发布的这次访问的两国联合声明。李显龙总理在 18 日与穆罕默德王储在利

雅得沙特王宫会面时，对两国关系进行回顾，并讨论在各领域深化这些关系的途径。李显龙也就



 

 

沙特帮助新加坡朝觐团到麦加朝圣表示感谢，表达了对沙特申办 2034 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支持。  

双方领导人也对星期二第三届沙特阿拉伯与新加坡联合委员会（SSJC）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

果表示欢迎。两国在会议上讨论了在互联互通、数码经济与创新，以及能源以及工业等各个领域

加强合作的方式。 

在经济、贸易与投资领域，两国回顾了全球经济面对的挑战，并讨论双方的共同利益。2022

年两国双边贸易相比前一年增长 51%，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强调要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新加坡

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让双边贸易进一步加强和多样化。双方合作的领域包括能源、数码经济、

金融服务、农业、食品工业，以及交通等。新沙两国也确认通过沙特“2030 愿景”计划提供的投

资合作机会，借助新加坡企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联合举办商业与投资活动。 

双方也强调要鼓励国际对话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的安全。新沙两国同意在低碳解

决方案和技术领域合作，包括洁净与绿色的氢能、碳的捕获利用与储存、电力、可再生能源、能

源效率与节能，以及能源创新。 

在气候变化方面，新加坡支持沙特启动“绿色沙特”（Saudi Green）与“绿色中东”（Middle 

East Green）倡议，以及落实碳循环经济。双方强调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

原则的重要，肯定了气候协议的制定与落实重点应该在于排放而不是源头。 

新沙两国也同意加强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调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打击各种形式的

犯罪，以促进两国的安全与稳定。 

双方强调，要在国际论坛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强合作，以迎接全球经济面对的挑战，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与沙特中央银行要加强在金融科技与创新领域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联合文告也说，双方领导人在谈到国际事务发展时，交换对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共同关心的问题的

看法，重申支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强调有决心打击极端主义、狂热主义、仇恨言论和

恐怖主义，以及促进温和、宽容与宗教和谐的决心。 

李显龙在结束访问时也感谢沙特热情接待新加坡出访团，并邀请穆罕默德王储在适当时候正

式访问新加坡。 

新加坡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署八项协定与谅解备忘录                                          

10 月 22 日，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 在位于首都阿布扎比的国

家宫殿（Qasr Al Watan）为到访的李显龙总理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并见证双方代

表交换协定与谅解备忘录文件。  

新加坡贸工部和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签署的绿色经济框架协定，将确立和推进支持绿色



 

 

领域的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双边合作，同时推动经济活动的去碳化。双方将根据绿色交通、

低碳能源与技术、可持续方案，以及贸易、投资与碳市场四大支柱，共同发展和落实项目。 

贸工部也与阿联酋能源和基础设施部就低碳方案与能源效率领域的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涵盖氢

能等低碳能源以及碳捕集和封存。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和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则将扩大

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涵盖食物和水源安全，以及支持 COP 的联合活动。 

根据外交部的文告，李总理和穆罕默德同意两国在绿色和数码经济等新兴领域仍有进一步发

展的空间，并期待在全球气候行动和多边进程方面加强合作。两国也就教育、网络安全、数码政

府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 

  第十届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在新加坡举行                                                          

    10 月 30 日，正在新加坡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第

十届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两人宣布拟于明年初签署“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备

忘录。 

据马新社报道，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是两国间最高级别双边对话机制，此次是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峰会首次举行。 

   两国领导人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正在加紧对拟议中的“柔佛-新加坡经

济特区”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将根据研究结果于明年初签署备忘录。 

   双方领导人表示，经济特区将着重促进两国人员、物资流通和经济交流。 

  马新双方今年 7 月正式提出构建“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设想，并在其后设立联

合工作组推进这一规划。 

  据介绍，本次非正式峰会还讨论了改善两国互联互通、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及加强可

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等多项议题。 

  安瓦尔和李显龙还表达了双方支持对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共同立场。两国

领导人见证了多项合作协议的签署。 

 

五、社会、卫生、文化教育及其它                                          

首届新加坡佛教论坛 探讨本地佛教未来发展                                                   

  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首届新加坡佛教论坛，该论坛于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光明山普觉禅

寺举行，汇聚本地佛教领袖代表和各界翘楚，共同探讨本地佛教的未来发展。论坛主题为“现代

新加坡的佛教远景”，将，旨在探讨迈入后疫情时代，新挑战接续浮现的当下，佛教如何在多元



 

 

文化的新加坡社会跨越障碍保持其时代性。 

  佛总会长广品法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佛教总会明年迎来创立 75 周年，我们

认为应该在这之前探讨新加坡佛教的未来发展。世界各地有许多关于佛教前景的探讨，但不一定

适合新加坡。这一次的论坛汇聚了不少本地佛教领袖，还有各领域的翘楚，大家共同来擘画未来

新加坡的佛教蓝图。” 

  论坛主讲者除了有广品法师，还有光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法师、佛教总会秘书长有广法

师、新加坡佛学院副院长（学术顾问）传圣法师、新加坡佛光山住持妙穆法师、祝福寺助理住持

法师心法师、佛教慈济功德会（新加坡）执行董事刘瑞士、佛教居士林林长陈立发等。 

  论坛第一天开放给关心新加坡佛教发展，希望为佛教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第二天是青年

论坛，为希望在个人和精神层面上能有所成长的佛教青年而设，议题涵盖创业、领导力、婚姻与

自我觉察等。佛总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为新加坡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佛教社群。 

第二届马新文化展演本地举行 学煮叻沙学跳马来社交舞                                   

10 月 6 日至 8 日，三年一度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文化展演活动（Malaysia-Singapore Triennial 

Cultural Showcase）在新加坡举行，由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主办。文化展演由新马轮流在

彼此国家举办，旨在增进两地民众对彼此艺术与文化的认识，从而增进友谊。首届展演 2019 年

由新加坡在马国主办，因冠病疫情影响，第二届展演延至今年举办。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以及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

凯鲁菲道斯为活动主持开幕。主办方为到场者带来具有马来西亚各种民族和文化特色的表演，并

展出传统绣品、绘画等。唐振辉致辞时说：“冠病疫情使第二届文化展演活动推迟一年。不过，

值得高兴的是，冠病疫情并没有冲淡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精神......而是继续蓬勃发展。”他

补充道：“过去几年里，新马两国的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两地的创意艺术和文化领域进行大量跨

界交流。” 

今年文化展演的主题，是“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Malaysia，Truly Asia），这也是马国

的旅游宣传口号。除了观赏精彩的文化表演、参与互动游戏和制作传统佳肴，公众还能在配合文

化展演举行的旅游展上，签订文化旅游配套。 

 

新加坡政府首次推出《携手前进报告》，改革涉及教育、就业、家庭方方面面                                       

黄循财和第四代领导班子去年 6 月推出“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团队同约 20 万名国人举行

了 275 场对话会，并于 10 月 29 日，根据出席者的反馈制定了“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报告。 

 



 

 

1. 教育改革：取消中学分流，减少考试，发展多元化升学途径 

新加坡的中小学生，从三年级就要开始经历第一次分流，PSLE 小六会考的时候，又会经历一

次。进入中学后，还会有一次分流，根据成绩把学生分到快捷班或者普通班。 

根据报告，2024 年开始，中学将取消分流，发张多元化的升学途径，例如全面实行科目编班，

学生依能力选修科目。这对于“偏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另外，学校还将减少考试，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探索学习乐趣。并且计划引入人工智能来

量身打造符合学生个人兴趣发展的课程。这也是回归了教育的本质——从狭隘地关注学术成绩，

到更广泛的能力、生活技能和其他个人的特质。 

新加坡政府一直在优化教育体系，培养更适应社会的实用型人才。这也是新加坡教育体系在

世界上一直保持领先的原因之一。 

2. 改善就业：减少行业间工资差距，帮助失业者再就业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取消中学分流、鼓励学生更多地发展个人兴趣，找到

自己适合的就业方向，也是新加坡政府为平衡就业市场所采取的一个前端措施。 

政府将进一步缩小各行业的工资差距。根据报告，政府认为“行业不分尊卑，行行皆有能人”。

不是只有在写字楼里指点江山的工作才是好工作。每个工作都有自己的价值，政府将采取更多措

施是减少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让每一份工作都得到体面的符合价值的报酬。 

对于失业者，政府还提出要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通过承担教育费用等方式，

为失业者提供援助与再就业辅导。属于中低收入基层的求职者也会获得相应的援助。 

3. 社会层面：为新加坡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 

新加坡是一个重视家庭团结的社会，新加坡政府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政府将在各个阶

段为所有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无论是初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

心层”，抑或者家有残障人士的家庭。新加坡政府承诺将确保继续提供所有人都能负担的公共住

房，建设更多的婴儿托管服务机构、增加有薪育儿假，支持年轻父母继续工作，为需要特殊看护

的家庭更多援助等等。 

《携手前进》报告，从七个方面提出新的政策转变，包括教育、工作、家庭、年长者、弱势

群体、长期规划，以及团结国人等。乐于学习，终身受用；取消中学分流，扩大多元化升学途径，

减少考试，让学生充分拓展学习乐趣；行业不分尊卑，行行皆有能人；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为

失业者提供经济援助和就业指导，培养本地人才；加强援助、扶持家庭；确保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祖屋；扩大托婴服务的选择，为残障人士家庭的看护者提供更多支持；幸福乐龄、晚年安康；推



 

 

出“乐龄 SG 计划”，鼓励年长者参加志愿者，并增加年长者看护中心；赋予能力、共同改善生

活；关注低收入家庭儿童，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更全面的托儿津贴；承前启后、未雨绸缪；探

索绿色能源，打造可持续生态环境，为土地使用做长期规划；团结互助、群策群力；促进不同团

体协作，加强多元种族和新加坡身份； 

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落实其中的一些改变，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和 2024 年财政预算案上公布

其他“新加坡携手前进”计划的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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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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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人力部：www.mom.gov.sg 

新加坡通讯与新闻部：www.m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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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https://www.mse.gov.sg/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https://www.n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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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a.gov.sg/
http://www.mti.gov.sg/
http://www.moh.gov.sg/
http://www.singstat.gov.sg/
https://www.baidu.com/link?url=5UteZOGJHM9-tuWXKXKhw3EOLsxIkYBOjhb-IT5bmughy-Hxjkpu0IMfD7MyqPMJ&wd=&eqid=bcc38baf000000f3000000065e786852
http://www.mccy.gov.sg/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WUHmXMAFZKTauonekSgB-GJ0wRheYDp62k_09iteQg3OErNu6jm-l55dfOa1eMI&wd=&eqid=927107630010adce000000065edaf34c
http://www.yan.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