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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背景： 

  

4 月 2 日，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 ISEAS-Yusof 

IshakInstitute）发布《2024年东南亚态势报告》。标志着该报告连续第六年向公众

呈现。报告深入探讨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大国的态度和信任水平，并对一系列引人

注目的地缘政治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民意调查。 

在这份年度报告中，研究人员通过对东南亚各国民众的观点进行汇总，揭示了该

地区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的立场。报告不仅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选择战

略伙伴时的倾向性变化，还突出了对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影响力的评估。 

此外，报告还对东南亚国家在面对中美两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时的担忧和期望进

行了分析，为理解该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通过这些洞察，报告

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关于东南亚当前态势和未来趋势的综合框架。 

 

 

 

 

 

 

 

 

 

 

 

 

 



 

 

一、政治与法律                                                         

国会三读通过刑事法（临时条款）修正法案                                                        

4 月 2 日，为保障国人免受私会党和大耳窿等犯罪团伙的威胁，新加坡国会三读

通过刑事法（临时条款）修正法案，把法令再延长五年，授权内政部长可未经审讯，

就下令拘留或监管可能危害社会安全的嫌犯。 

费绍尔说，新加坡还是有活跃的私会党，尽管数量和规模没有其他国家大，但仍

对法律和秩序、公共安全和保安构成威胁。他们也招募年轻新加坡人，从事非法活动

和暴力行为，所以当局必须继续加以打击。 

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 1955 年实施，开始时主要用在对付猖獗的私会党活动，

避免受害人和目击者担心人身安全而不敢出庭指证有私会党背景的嫌犯。 

李显龙总理将任国务资政                                                                     

4 月 15 日，总理公署发文告宣布李显龙总理将在 5 月 15 日卸任，他也会正式向

尚达曼总统提议，委任黄循财为新总理。黄循财将于当晚 8 时，在总统府宣誓就任新

加坡第四任总理。 

4 月 16 日，财政部长黄循财在通讯及新闻部接受本地媒体联合采访时解释，新

加坡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延续性和渐进更替的基础上，过去从未有总理交棒后，所有较

年长部长同时卸任的情况。“他们会继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同时腾出空间

给年轻一代。我接棒时会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黄循财也感谢内阁同僚以及行动党

议员给予他信任，并对李总理为国家无私与持久的贡献深表感激。“我是站在巨人们

的肩膀上，其中有一位出类拔萃，那就是李显龙先生。他为新加坡做了那么多，尤其

是在过去 20 年领导我们这个国家。” 

黄循财指出，李总理主政期间，新加坡经济取得巨大增长，新加坡人的收入和生

活水平稳步提升，国家安然渡过许多危机并越战越勇，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让新加

坡品牌得到全世界的钦佩和敬重。“我要代表全体新加坡人，感谢李显龙先生无私地

为国家服务，为新加坡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新加坡成立新智库，防范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随着科技和交通越来越发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威胁将变得越来越全球

化。为更好地应对这类风险和挑战，4 月 17 日，坐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

卫生学院的亚洲卫生安全中心（Asia Centre for Health Security）正式开幕，以便在区



 

 

域卫生安全方面强化研究、培训与合作。 

亚洲卫生安全中心主任许励扬教授致辞时说，这个新中心是个学术智库，它的目

标是研究如何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并为大规模生物威胁制定更好的衡量

标准，同时针对亚洲卫生安全发展拟定优先项目。  

新中心除了从事流行病的防备、监测和评估等工作外，还会针对未来的流行病展

开模拟演习和研讨会、组织政策会议，并研拟脱氧核糖核酸（DNA）合成筛查标准等。 

 

二、经济形势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修订《支付服务法》拓宽监管范围                                

4 月 2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对新加坡《2019 年支付服务法案》(PSA)及其

附属法案提出了修正。总体而言，该修正案旨在 (1) 扩大 MAS 监管的支付服务范围，

自 2024 年 4 月 4 日起分阶段生效；(2) 对数字支付代币(DPT)服务提供商提出用户保

护的要求，自 2024 年 10 月 4 日起生效。 

PSA 有两种监管制度：a. 指定制度：如果实体在新加坡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则可以根据 PSA 指定接受监管；和 b. 许可制度：如果实体根据 PSA 提供指定的支付

服务，则必须获得许可。目前 PSA 规定了三种类型的许可证：(a) 货币兑换许可证、

(b) 标准支付机构许可证和 (c) 主要支付机构许可证。 

修正案扩大了 PSA 的监管范围，目前包括： 

· 为 DPT 提供托管服务； 

· 促进账户之间 DPT 的传输以及 DPT 交换的便利，即使服务提供商不拥有资金或 

DPT；和 

· 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境汇款，即使新加坡不接受/接收该资金。 

根据 2021 年《支付服务法（修订案）》条例，目前根据 PSA 扩大监管范围后的

实体可享受过渡安排。如果实体希望在向 MAS 申请许可证的同时继续开展临时业务

活动，必须: 

· 在 30 天内（例如 2024 年 5 月 4 日），按照 MAS 网站上指定的方式向 MAS 发出

通知； 

· 六个月内（例如 2024 年 10 月 4 日），提交牌照申请；和 

· 在九个月内（例如 2025 年 1 月 4 日），向 MAS 提交一份由合格的外部审计员完



 

 

成的实体业务活动以及遵守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要求的鉴定报告。 

规定实施后，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实体必须停止其业务活动。 

新加坡预计 2024 年第一季度 新加坡经济增长 2.7％                                           

4 月 12 日，新加坡贸工部 (MTI) 发布报告，预估在 2024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

经济以 2.7%的速度增长，表现出较上一季度 2.2%的增长有所加速。这一增长数据来

源于贸易及工业部（MTI）的预先估计，反映出新加坡在全球经济波动中的强劲韧性

和增长潜力。 

1. 经济增长概览 

根据预估报告，新加坡经济 在 2024 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2.7%。比 2023 年最

后一个季度的 2.2%的年度增长高 0.5%。经过季节性调整，新加坡经济今年第一季环

比扩张 0.1％，延续去年第四季 1.2%的增幅。此数据基于 1 月和 2 月的经济活动，虽

为初步估计，但已足以突显新加坡经济的正向发展和对未来政策的启示。 

2. 行业分析 

新加坡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行业表现数据如下： 

制造业：年增长率为 0.8%，较上一季度的 1.4%有所放缓。该行业的增长主要由

化工、精密工程和交通工程领域推动。季度环比基础上，制造业收缩了 2.9%，与上一

季度 4.5%的增长形成对比。 

建筑业：年增长率为 4.3%，延续了上一季度 5.2%的增长势头。增长主要由公共

部门建设活动推动，尽管私人部门建设产出下降。季度环比基础上，建筑业收缩了

1.7%，而上一季度增长了 2.0%。 

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运输和仓储，整体年增长率为 2.7%，高于上一

季度的 1.0%。批发贸易受益于机械、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运输和仓储业

则受益于水运和空运部门的支持。季度环比基础上，这些服务业部门增长了 1.4%，反

转了上一季度的 0.7%收缩。 

这些数据展示了新加坡不同行业在全球和地区市场动态中的适应与表现，突显了

其在不同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力和增长潜力。 

3. 经济前景 

新加坡的初步 GDP 增长估计主要基于 1 月和 2 月的数据，这些数据作为每个季

度早期的经济表现指标。根据经济专家的预测，包括大型国际活动如泰勒·斯威夫特



 

 

和酷玩乐队的演唱会，可能会对面向消费者的行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升服务业特

别是旅游和零售部门的表现。对于 2024 年剩余季度，预计制造业将会有所复苏，尤

其是电子制造业，这是由于全球市场需求的改善。金融服务业也预期会因全球货币政

策放松而表现强劲。 

综上所述，新加坡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该国在多个关键行业中的强劲表

现，尽管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新加坡经济的多元化结构仍能提供一定的稳定性。 

新加坡金管局预测今年经济增长 3％至 5％ 消费品价格继续上涨                                    

4 月 28 日，新加坡金管局公布新加坡半年一度的《宏观经济评估》报告。报告

预测，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为 3%至 5%。但应警惕粮食价格、电力、天然气等消费品

价格持续上涨。 

金管局表示，虽然疫情仍有不确定性，俄乌冲突结果外溢，但新加坡经济继续保

持着增长态势。但预计外部通胀压力持续加剧，此外随着防疫限制措施逐步放宽，国

内劳动力市场趋向紧张，员工薪金增长回弹。在能源、进口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将进一步加剧企业成本压力。 

为抑制通胀强劲走势，金管局本月中把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可波动范围的中心轴调

升至现行水平和略微调高汇率可波动范围坡度，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进口商业

成本加速上扬，从而避免通胀更显著地制约新加坡经济供应能力。这是金管局继去年

10 月和今年 1 月，第三次让新元升值。 

金管局也指出，虽然高通胀率可能会影响新加坡家庭的可支配支出，但随着防疫

限制措施放宽，被压抑的国内消费需求得到释放，经济将得到提振。 

 

今年第一季劳动力市场持续扩张 但增幅有所趋缓                                                 

4 月 30 日，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劳动市场报告》预估数据显示，不包括外籍

女佣在内，第一季的总就业人口增加了 4900 个，比前一季少了 2600 个。其中，居民

的就业人数增长，高于去年几个季度；非居民就业人数则因为人力需求降温，自 2021

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萎缩。 

另外，三月份的失业率略微上升，但仍处在疫情前的范围内。整体失业率达 2.1%。

其中，公民失业率为 3.1%，居民失业率为 3%。 

裁员情况方面，裁员人数连续两个季度下跌，今年第一季有 3000 人被裁退，比

前一季少了 460 人。企业和业务重组是裁员的主要原因。 



 

 

 

三、国防与安全                                               

扎吉哈：全面防卫是时刻准备好 才能更好应对突发危机                            

4 月 25 日，配合全面防卫 40 周年，国防部全面防卫与联系署（NEXUS）与新加

坡国立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全面防卫大会，聚焦如何在危机与干扰中做好准备、保持韧

性。除了设立展览和互动摊位，大会也邀请了来自瑞典、德国等的各领域专家，分享

对全面防卫的经验和见解。 

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在全面防卫大会致辞时呼吁各界合作，各司

其职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新加坡。扎吉哈说，过去 40 年，全面防卫一直是新加坡应

对威胁的战略，而冠病疫情和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地缘政治，也证明了全面防卫

不能是静态概念，而是要不断进步、因应新的挑战和威胁。 

他以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中，互联网上存在的虚假信息为例指出，发生在其他地

区的冲突也可能威胁到新加坡的团结，因此全面防卫不仅要应对军事威胁，还要提防

战略上的假信息宣传等来自数码领域的威胁。扎吉哈说，全面防卫得以进步，依靠的

是每个新加坡人各司其职，他感谢学校、企业、基层组织等社会各界在一系列全面防

卫计划中的通力合作。 

在 1984 年将全面防卫概念引入新加坡的前公务员首长林祥源出席大会时也强

调，全面防卫应该与时俱进。“全面防卫应激励国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为新加坡挺

身而出，而不仅仅是为战时做准备或对危机做出反应……我们应该持续展开全面防卫

的工作，以确保新加坡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的成功。” 

 

四、外交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最新的《2024 年东南亚势态报告》                         

4 月 2 日，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 ISEAS-Yusof 

IshakInstitute）发布《2024 年东南亚态势报告》。标志着该报告连续第六年向公众呈

现。报告深入探讨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大国的态度和信任水平，并对一系列引人注

目的地缘政治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民意调查。 

在这份年度报告中，研究人员通过对东南亚各国民众的观点进行汇总，揭示了该



 

 

地区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的立场。报告不仅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选择战

略伙伴时的倾向性变化，还突出了对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影响力的评估。 

此外，报告还对东南亚国家在面对中美两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时的担忧和期望进

行了分析，为理解该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通过这些洞察，报告

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关于东南亚当前态势和未来趋势的综合框架。 

 

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访问中国                                   

4 月 9 日，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会谈。王副总

理会后在社交媒体贴文写道，韩副主席是新加坡的老朋友，王副总理很高兴再次见到

韩副主席。两人上一次见面，是韩副主席 2023 年 11 月访问新加坡时。两人在 2019

年至 2022 年共同主持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密切推动双边合作。两人这次

会见，就中国和区域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也回顾了双边关系的良好发

展，并就如何巩固长期伙伴关系，为两国人民探索新机遇展开了讨论。 

4 月 10 日，王瑞杰副总理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王副总理会后在社

交媒体贴文写道，很高兴与何副总理首次正式会谈。何副总理对新加坡并不陌生，因

为他曾在天津任职，而新中两国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天津生态城的所在地，正是

天津。两人就新加坡和中国如何在地缘政治、技术和人口变化中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

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4 月 10 日，王瑞杰副总理在北京也与中国科技部长阴和俊会面。王副总理会后

在社交媒体贴文写道，阴部长分享了中国为推动下一阶段发展投资科技领域的计划。

两人还就如何促进创新和利用技术改善人民生活交换了意见。 

王副总理还提到，新加坡和中国拥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两国应该以此为基础，应

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人口老龄化等共同挑战，并为两国人民创造新机遇。 

 新德探讨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4 月 9 日，出访德国柏林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两位

领导人肯定新德之间长久且多面向的关系。新加坡和德国的双边关系多年来不断深

化，随着两国在传统和新兴领域持续强化和扩大合作，双方同意探讨把新德关系，升

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根据新加坡外交部文告，新德关系过去数十年来持续深化，两位领导人重申，将

致力于加强现有和新兴领域的合作。有鉴于此，双方同意努力把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



 

 

关系。他们也针对区域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 

新加坡和德国于 1965 年建交，明年是两国建交 60 周年。若关系成功升级，德国

将是继法国之后，第二个与新加坡有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在经济方面，德国是

新加坡在欧盟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两国在 2022 年签署了“新德永续与创新框架”

协议，以进一步加深各层级的经济合作，包括数码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在军事方

面，新德两国军队除了定期举行双边演习，近年来也把合作范围拓展至网络安全和混

合威胁等非传统领域。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星期二与黄循财共进午餐。外交部说，

两人关注新德之间持续发展的经济关系，并欢迎德国加深与本区域合作，以及加强亚

细安和欧盟经贸联系的机会。 

除了朔尔茨和哈贝克，黄循财此次在柏林会见了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以及德国

财长林德纳。 

增进伙伴关系添支柱 新加坡新西兰加强供应链与互联领域合作                    

4 月 15 日，李显龙总理与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Christopher Luxon，前译陆

杰锋）在总统府会面。两人过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将为增进伙伴关系（Enhanced 

Partnership）增添第六大支柱——供应链与互联（supply chain and connectivity）。致

力于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供应链稳定。 

谈到双边关系的新支柱时，李总理指出，新加坡和新西兰同属小国，对于保障供

应链互联，特别是确保危机时期的联通，有着深刻的共识，新支柱反映两国在多变的

国际环境中，对于保持供应链联通的持续承诺。 

两人会面时也就本区域和国际的重要发展交流看法。根据新加坡外交部文告，双

方都认同，一个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以及亚细安的中心地位都十

分重要。  

新加坡和新西兰在 2019 年将双边关系升格为增进伙伴关系后，在五大支柱领域

——贸易与经济、安全与防卫、科技与创新、民间交流，以及气候变化与绿色经济，

都取得良好的合作进展。增设供应链与互联支柱后，两国将针对达成必需品贸易协议

（Agreement on Trade in Essential Supplies）展开正式谈判，以促进必需品贸易，并减

少这类贸易在危机时期受影响。 

双方也签署关于电子发票合作，以及确保安全高效贸易这两份谅解备忘录，以便



 

 

根据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加强贸易联通

与合作。 

新加坡是拉克森去年 11 月就任总理后出访的第二个国家，访问行程星期二（16

日）结束。他将续程前往泰国和菲律宾。 

新法探讨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月 11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间在总统府爱丽舍宫接待到访的新加坡副总

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并共进晚餐。黄循财晚上约 9 时乘车抵达，直至 11 时 20 分才离

开，马克龙在送黄循财上车前与他拥抱。根据外交部文告，两位领导人会面时，对新

加坡和法国牢固且实质的关系表示满意，并认为两国自 2012 年 10 月成为战略伙伴以

来，双边合作持续深化。 

文告说：“把关系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两国多方面的合作，以及在数

码经济等新领域，建立具前瞻性合作框架的共同愿望。黄循财副总理和马克龙总统还

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国与本区域的合作，包括通过亚细安电网计划等。” 

法国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 300

亿新元。黄循财这趟先后出访德国和法国，收获颇丰；外交部早前宣布，新加坡和德

国将探讨把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为庆祝新法明年建交 60 周年，黄循财和马克龙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法新可持续

发展年”（France-Singapore Joint Year of Sustainability）。从 4 月至明年中，新法政府

机构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携手主办一系列活动，以促进两国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合作与投资。 

可持续发展年主要涵盖五个领域：循环经济、可持续的数码和绿色伙伴关系、混

合与转型融资、海事领域可持续性，以及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建筑环境。 

李显龙总理：“八眼会议”体现新印合作延续                                      

4 月 29 日上午，李显龙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印尼西爪哇省的茂物总统

行宫，举行他们之间第七次，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 

与往年两人“四眼会议”不同的是，原本一对一的会谈加入会在 5 月 15 日接棒

的候任总理黄循财和即将在 10 月接任印尼第八任总统的普拉博沃，成了一场四个人

的“八眼会议”。 

李总理连同佐科举行记者会时，谈到这项特别安排。他说，除了庆祝两国携手所



 

 

取得的成就，峰会也体现了双方合作的延续与展望。“我们很高兴能改成八眼会议，

让普拉博沃先生和黄循财副总理加入我们。从现任领导到候任领导层，我们致力于放

眼未来、在坚实的基础上扩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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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智能城市新加坡排名第五 蝉联亚洲榜首                                            

4 月 11 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智能城市指数”（Smart City 

Index）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在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医疗、终身学习、网速和网购

等方面表现出色，在全球 142 个城市中位居第五。 

这项调查将“智能城市”定义为能在政策和日常生活中有效采用科技的城市，不

仅为居民带来许多益处，还减少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调查针对健康与安全、流动性、

活动、就业与教育机会，以及治理五大方面，向全球 142 个城市的大约 2 万人，收集

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科技应用的看法，并根据综合数据进行排名。瑞士的苏

黎世、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分别排在前三名。 

在亚洲城市中，新加坡的排名最高，从去年的第七升至第五，继续排在亚洲首位。

其他排名前 20 的亚洲城市依次为北京（13）、台北（16）、首尔（17）、上海（19）

和香港（20）。 

新加坡注册世界首艘双燃料氨动力船                                            

4 月 17 日，船舶管理公司东方太平洋航运（Eastern Pacific Shipping，简称 EPS）

与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等机构签订合作备忘录，计划从 2026 年开始将四艘Ｎ

ewcastlemax 型散货船和两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通过新加坡船舶注册处在本地注册。 

EPS 首席执行官迪科（Cyril Ducau）说：“这项合作兑现了我们同业界各方开展合作

的承诺，共同应对挑战，将以氨为代表的零碳排放或近零碳排放燃料用于海事船舶

业。” 

上个月，海事局和澳大利亚能源及铁矿集团 Fortescue 联合宣布，在海事局等政

府机构、研究机构和行业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悬挂新加坡国旗的 Fortescue Green 

Pioneer 号船只，通过裕廊岛的现有氨设施，成功实现世上首次以液氨与柴油结合提

供航海船用燃料。 

为配合新加坡实现 2050 年净零碳排放目标，海事局已做出承诺，从 2030 年起，



 

 

在新加坡港口运营的新造港口船舶的驱动系统须采纳三项环保措施中的一项，即完全

电动化，或使用生物柴油 B100，或采用氢气等净零排放燃料。 

樟宜机场晋升全球第五繁忙机场                                                

4 月 15 日，国际机场协会（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简称 ACI）公布了 2023

年全球 10 大繁忙机场排行榜。国际航线逐步恢复运力，根据机场接待的国际旅客人

次，新加坡樟宜机场去年是全球第五繁忙机场，和 2022 年相比，晋升四个名次。 

樟宜机场去年接待的国际旅客共计 5841 万 1000 人次，比 2022 年多了 83.1％。

但对比 2019 年，乘客量少了约 13.6％，樟宜机场当年在同个排行榜中，位居第七。 

中国重开及旅游需求不受宏观经济影响 均为推高旅游需求因素 

球最佳机场，新加坡樟宜名列第二                                                     

4 月 17 日，Skytrax 全球机场奖颁奖礼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候机楼设备展览会

(Passenger Terminal Expo)上举行。樟宜机场也获选为“亚洲最佳机场”，以及“全球

最佳机场出入境服务”。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则获选为“全球最佳机场酒店”，这

是它第九次获奖。 

樟宜机场曾 12 次获得全球最佳机场殊荣，上一次是 2023 年。哈马德国际机场则

在 2021 年与 2022 年，获选为全球最佳机场，今年是第三次获此殊荣。 

 

新加坡超越瑞士重夺精英素质排行榜榜首                                         

4 月 25 日，新加坡管理大学与瑞士圣加仑大学联合发布了 2024 年精英素质排行

榜（Elite Quality Index）。这项两所大学联合展开的研究，旨在衡量 151 个国家精英

人士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以及是否为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增值。新加坡今年的综合

得分为 65.3 分，低于去年的 67.1 分，但超越瑞士的 64.8 分，整体排名重回第一。 

研究人员根据 146 项指标，衡量如权力、创造性破坏和未获得收入等概念性要素。

综合得分的范围归纳为经济力量、经济价值、政治力量和政治价值四方面。研究显示，

新加坡在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二位，新加坡精英能够为社会创造

价值，帮助国家在全球充满挑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新加坡仍旧展现了卓

越的精英价值创造模式，所有国家中位居第一。 

细分的指标中，新加坡在管控贪污、监管素质、社会保护、经济全球化、自由贸

易等多个方面位列第一。不过，在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度指数、政府教育开支、自杀



 

 

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等方面得分较低，排名在 100 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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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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