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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初探

曹 云 华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

是我国 目前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时期所面 临的

一个迫切任务
。

新加坡在这方面有其不同于 欧美的特 点
,

现通过对比其社会保障制度

的指导思想和分析其主要 内容
,

竭力寻找出一 些对我们有借 鉴和启发意义的东西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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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5 6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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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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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加坡的低收入者

所谓社会保障
,

国际劳工组织 (I L O )的解释是
,

通过一系列公共措施
,

为一些有特殊需要

的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保护
。

这些有特殊需要的社会成员
,

是指那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受到伤害

的一群
,

换句话说
,

就是 由于疾病
、

怀孕
、

劳动意外伤害
、

失业
、

残疾
、

年老或死亡等原因而造成

, 收入的急剧减少或失去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
。

①新加坡政府对这部分人 的解释是
“

社会中无法

跟上别人步伐的那一小部分成员
” ; “

他们属于低收入家庭
,

有着长期的身体上的病痛
,

或者遇

到社会上
、

精神上或经济上的困难
。 ” ② 那么

,

这一部分人在新加坡究竟有多少呢 ? 根据新加坡

政府在 1 9 8 9 年发表的 《贫穷家庭调研委 员会 报告书 》的披露
,

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一共有

2 3 3 0 0 个
。

该报告书把这些家庭分为两类
:

一类是贫穷家庭
,

约有 1 3 0 0 户
,

占新加坡总家庭数

的 0
.

3 %
,

这类家庭有四大特点
:
.1’ 他们的收入低于一般糊 口水平 ( 目前

,

新加坡政府规定的最

低生活费是每人每月 2 30 新元 ) ; 2
一家之主有了孩子却无力抚养他们

; 3
.

主要 的受薪者或家

庭成员患慢性病或在身体上
、

智力上
、

精神上患有残障
,

并面对困境
; 4

.

他们是超过 60 岁以上

的老人或夫妇
,

没有亲人或养家之计
。

另一类是收入非常低的家庭
,

约有 2 2 0 0 0 户
,

占新加坡家

庭总数的 3
.

5肠
。

这些家庭的成员只受过很少的教育 ,’而且技能有限
,

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和科

技的迅速改变
; 主要受薪者去世

,

一家之主或其他主要的家庭成员患重病或性格行为失常
,

导

致其他的家庭成员在经济上陷入贫困
。

二
、

新加坡政府的指导思想

新加坡政府一贯强调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括
,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新加坡政府积

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
。

在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

新加坡执政党— 人民

行动党及其政府有一套独特的理 沦
。

① 《国际劳工组织年鉴 》 : 1 9 84
。

② 新加坡政府
: 《新加坡

:

新的起点 》 , 1 9 91 年



新加坡领导人反对象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过份地实行
“

福利主义
” ,

认为在严福利主义
,

方面走得太远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
、

养徽人
。

前总理李光姐指出
,

行动党及其政府当然是要帮

助穷人的
,

但它的方法有别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养懒汉的做法
,

行动党不主张给穷人
“

送

鱼
” ,

而是主张给穷人送
`

渔具
”
和

`
教他们怎么捕鱼

” ,

这样既消灭了贫穷
,

又充分激发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

李光耀说
, “

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哲学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信奉民主社会

主义一作者注 )
,

而这种哲学是要使每一代都有相等的机会
,

不会因为上一代
,

也就是他们的父

母
,

因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的努力而导致不平等现象出现
,

那么
,

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
。

即使

这样
,

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走得太远
,

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

性气
。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
,

新加坡政府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放到如何做到公平

竞争和为所有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上
。

正如前副总理拉惹勒南所说
, “

我们要让人民懂得
,

政府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

每一个人只能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所得
。

,.’’ …我们要把福利减少到最

低限度
,

即只限子残疾人和老人
。

对子其他人
,
我们只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

,

让他们自食其

力
” 。

①
’

根据新加坡政府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灰发挥的作用
,

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

个时期
: 伙

.

户

第一个时期
,

60 一 80 年代
。

新加坡政府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两件大事上
,

一是实现充分就

业
,

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
;二是推行政府组屋政策

,

让人民都有房子

住
。

由于实现了这两点
,

使人民真正安居乐业
,

从而也就是为人民提供了最大和最安至初社会

保障
。

至于其他社会福利措施则做得不多
。

-

、

第二个时期
,

进人 90 年代之后
,

也就是新总理昊作栋上台以来
。

1 9 9 0 年底
,

吴作栋接替李

光灿成为新加坡的第二任总理
,

他上台后许诺
,

要把新加坡建成一个
“

更有温情的社会
” ,

要对

人民尤其是那些
“

较不成功人士 ,给予更多的照顾
。

在过去
,

一些反对党曾批评行动党缺乏
“
人

情味
“ ,

并以此大做文章
,

使行动党在最近几届的大选中矢去不少选察
。

吴作栋上台后决心改变

这种情况
,

他向新加坡人表示
“

我们相信应该让新一代新加坡人拿有同等机会
,

也相信应该建

立一个人们互相关怀的温情社会
” 。

为此
,

昊作栋上台伊始便对以前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
,

尤其
是在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

,

使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变得更加完善
。

总的来说
,

在第二个时期新加坡政府在完替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比以前做了更多的土作
,

这

一点从新加坡政府前后两个时期的财政开支情况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

1必2年
,

住房
、

居住环境

社会保津和福利方面的开支占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3 9 % 犷1 9 9 1
一

年增至 8
.

2 %
。

②

三
、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根据各种福利设施的资金来源情况
,

我们可以把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兰大部分
,

一

是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的种种社会福利措施
,

它们全部或大部分从政府财政收入中拨款 ;二是

由政府立法设立和进行管理
、
由享受者自己出资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 ;三是由各种社会团体和

民间组织出资设立和管理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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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

1
.

老人和残疾人保障计划

据新加坡政府的统计
,

新加坡的残疾人约 占人 口的 。
.

5 %
,

但一些人 口 问题专家则认为这

个数字被低估了
。

新加坡政府从 1 9 8 2 年起实施
“

赡养父母及残疾人个人所得税扣除
”

计划
。

按

照这个计划
,

纳税人赡养父母及残疾 兄妹可以享受每人 2 5 0。 元 (均为新元
,

下同 ) 的个人所得

税的税务扣除
,

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与纳税人同住在一起
。

到 1 9 9 1年
,

扣税额 已提高至 3 5 0 0

元
。

参加工作的残疾人
,

每年还可以享受 2 0 0 0 元的收人税减免
。

至于那些没有家庭依靠也没

有个人收入的残疾人
,

政府并没有其它的特殊援助计划
。

2
.

儿童津贴

主要是采取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办法
,

对生育两个和两个以上子女者提供补助
,

以达到政府

提倡多生多育的 目的
。

从 1 9 9 0 年起
,

在 28 岁以前生育和抚养第二个孩子的妇女可享受 2 万元

的个人所得税扣除
。

第二个孩子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因母亲的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

29 岁

生育第二胎者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递减为 1
.

5 万元
,

30 岁者为 1 万元
,

31 岁者为 5 0 0 0 元
。

如

果纳税人生育和抚养第三个子女
,

还可享受如下两项特别回扣
:

①在 5 年内纳税人与妻子可以

从他们应付税款中每年少缴 2 0 0。 元的个人所得税
; ②如果妻子与其丈夫分开报税

,

她还可以

享受额外的个人所得税的 15 % 的回扣
;③如果纳税人生育第四个子女并且 由他们自己抚养

,

可以从她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中扣除分娩与住院费用
,

但不得超过 3 0 0 0 元
。

此外
,

如果夫妻分开

报税
,

妻子受过中学以上教育
,

她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子女扣税 1 5 0 0元
,

还可以享受等于她年收

入 5一 20 %的扣税额
。

3
.

医疗保健基金

在 80 年代以前
,

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较少
,

从 80 年代中期起
,

政府公立医院实行私有化
,

医疗费用不断增加
,

一般民众颇多怨言
。

于是政府从 1 9 9 1 年起设立医疗保健基金
,

这项基金将

筹集资金 50 亿元
,

政府每年从预算盈余中划 出一笔 巨款存入该项基金
。

1 9 9 3 年为 2 亿元
,

1 9 9 4 年为 1 亿元
。

该项基金的主要用途
,

是资助那些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贫困户
。

4
.

教育储蓄基金

新加坡政府历来比较重视教育
,

教育支出一直是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中最大宗的开支之

一
,

其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次于军事开支
。

除了一般的教育开支外
,

新加坡政府还设立

了许多奖学金和教育基金
,

以鼓励和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
。

最值得一提的是吴作栋上台后

设立的教育储蓄基金
。

教育储蓄基金于 1 9 9 1 年设立
,

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为这项基金筹集 50 亿

元
,

主要 由政府拨款
。

设立之初 已由政府拨款 10 亿元
,

今后则视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开支情况

逐年增加拨款
。

教育储蓄基金首先用来投资以取得收入
,

然后再将投资收入分配给学生
,

帮助

他们支付教育费用
,

每名学生所分得的数额
,

视投资所得的多寡而定
。

每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

开始就从该基金中获得一笔钱
,

并建立一个教育储蓄户口
,

基金每年将投资所得划到每个学生

的教育储蓄户 口上
,

直到他们完成普通水准教育或职业教育
。

该基金分配给学生的钱如何运

用
,

一律由学生 自行选择
,

学生可以用它来支付部分学费
、

杂费和课外活动经费
,

如果学生在完

成普通水准教育后
,

其教育储蓄户 口 中仍然有余款
,

便将这笔余款转入他们的中央公积金普通

户口 中
。

如果他们进入初级学院或大学
,

也可以用它来支付上大学的费用
。

5
.

公共援助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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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
“

公共援助计划 ,’( P A )S 下
,

向那些没有亲友互助或本身没有生活来源的贫困家庭

直接提供现金津贴
。

该项计划由政府直接拨款给社会发展部
,

由该部所属的社会福利局进行管

理
。

提供公共援助津贴的主要对象为
:

没有生活来源的贫困老人 (男 65 岁
、

女 60 岁以上 ) ;
寡

妇 ;
孤儿 ( 12 岁以下 ) ;

无法缴纳医疗费用者
; 没有生活来源的残疾人

,

等等
。

享受这种津贴的人

数在近年来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

在 1 9 8 8 年有 2 8 6 7 人享受这种津贴
,

1 9 9 3 年底降至 2 2 2 9 人
。

在 70 年代初期
,

公共援助金的领取者每人每月只能领到约 20 元的生活费
,

80 年代增至 1 00

元
,

最近又增至 15 q元
。

1

(二 ) 由政府立法和管理
、

带有强制储蓄性质的社会福利措施

1
.

工业灾害保障计划

新加坡早在殖民地时期的 1 9 3 3 年便制定了
“

工人赔偿法
” ,

1 9 7 5 年进行了修订
。

该法令规

定
,

所有雇主必须为其所有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和月收入在 1 2 0 0 元以下的非体力劳动雇员
,

缴

纳工业灾害保险金
,

包括临时工
、

外国劳工和家庭女佣
。

在
“

工业灾害保障计划
”

下
,

因为工伤而

永远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可以得到一笔一次性的赔偿金
,

赔偿金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分别为
1 0’. 5 万元和 3

.

5 万元
;至于部分或暂时丧失工作能力者的赔偿金额则主要取决子伤害的程度

和丧失工作能力时间的长短
。

2
,

医疗储蓄

新加坡政府于 1 9 8 4 年制定了一个叫
“
医疗储蓄

”
的强制储蓄法令 ( M de i s

va e)
,

每人必须将

其月收入的 6 %存入
“
医疗储蓄户 口

” ,

用于支付其本人和家庭的医疗费用
。

病人用
“
医疗储蓄

户 口
”

的储蓄支付药费时
,

有最高限额和服务项 目的限制
,

超过最高限额的费用 由病人自己支

付
,

规定以外的一些特殊医疗服务项 目也必须由自己出钱
。

贫困家庭可以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

府另外提供的医药补贴
。

病人在政府办的 C 级医院 (最低级别 )住院
,

只需缴纳 15 %的住院费
,

没有能力缴纳者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 申请全部豁免
。

此外
,

60 岁以上老人在公立的门诊医

院看病只需缴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
。

鉴于
“
医疗储蓄

”

无法满足中下层劳动者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要
,

新加坡政府又子 1 9 9 0 年

制定了一个叫
“
医疗照顾

”
的公众保险计划 ( M ed i s

he l乒)
,

主要为那些因特殊的病情需要长期住

院的病人提供补贴
。

这个计划对享受者有许多严格的规定
。

一个病人在 c 级病房住院治疗
,

.

首

先必须从他自己的
“
医疗储蓄户 口 ”

中支付
’

6 00 元的费用
,

不够的部分再由
“
医疗照顾

”
中补贴

80 %
。

举例说
,

一个病人在公立的三级医院住院治疗
,

他的总费用是 1 。。 0 元
,

那么他就可以从
“
医疗照顾

”
计划下得到 32 0 元的补贴

。

享受
“
医疗照顾

”

还有如下两个限制
:

一是每个病人一年

最多只能享受不超过 1
.

5 万元的补贴
; 二是一个人终身享受该补贴的总额不得超过 5 万元

。

3:
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政府以强制储蓄形式设立的一种国民退休保障制度—
1 9 5 5

年 7 月 1 日
,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个叫
“

中央公积金法
”

的法令
,

创设了中央公积金制度
,

并且

专门成立一个叫中央公积金局的法定机构进行管理
。

新加坡政府创设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要

为缴纳者年老退休后提供生活保障
。

依据中央公积金法
,

雇主和雇员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公

积金
,

存入中央公积金局
。

公积金会员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后 ( 55 岁 )或意外丧失劳动力时方

可提取
。

存款人一旦去世
,

其全部储蓄可由存款人指定的受益人领取
。

几十年来
,

公积金的缴

纳率有不断调高的趋势
,

成立之初是雇主和雇员各缴纳 5 %
,

目前为雇主缴纳 1 8
.

5 %
,

雇员缴

6 4



纳 1 2
.

5 %
,

新加坡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双方各缴纳 20 %
。

中央公积制度在 1 9 5 5 年创立之初

只有 18 万名会员和 9 0 0 万元的存款
,

到 目前已发展至 2 46 万名会员和 5幻 亿元的存款
。

公积金制度建立之初的目的只是为职工退休养老提供保障
,

后来其用途逐步扩大
,

成为一

种多功能的退休保障制度
。

迄今为止
,

公积金的用途已扩展到可以购买政府组屋
、

缴纳学费
、

购

买国营公司股票及投资等 10 多种
。

(三 ) 由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设立的各种社会福利设施

新加坡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比较多
,

开展的各种慈善活动也比较频繁
,

从而成为整个社

会保障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据新加坡政府的统计
,

新加坡全国积极从事各种社

会福利活动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一共有 31 3 个
,

按照这些机构的组织性质
,

可以把它们分成

如下六大类
:

一是各种宗教团体
;
二是各类宗乡会馆

;
三是各种经济团体

; 四是各种社区组织
;

五是各种志愿组织
;
六是各种基金会

。

现以后一类机构一基金会为例
,

剖析新加坡的社会团体

和民间组织是怎样开展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的
。

在新加坡
,

几乎所有的基金会都是以从事社区
、

慈善及文教事业为主要宗旨的
。

按照其资

金的来源
,

又可以把新加坡的基金会分为如下两类
:

一是设有一笔本金
,

通过投资活动
,

把赚取

的利润拿来资助特定的活动及事业
;
二是通过向公众筹募义款

,

然后将这些款项拿来开展慈善

活动
。

在新加坡
,

以服务社会
、

捐助文教及慈善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最早出现于 50 年代初期
。

迄今为止
,

新加坡一共出现了 20 多个以从事社 区事业
、

慈善及文教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
,

其中

主要有
:

李 氏基金
、

陈延谦基金
、

邵氏基金
、

中华总商会基金
、

洪氏基金
、

牛车水人 民剧场基金
、 ’

福建基金
、

李金塔基金
、

连氏基金
、

丰隆基金
、

陈嘉庚基金
、

邱氏基金
、

人 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和佛

教总会基金等等
。

在这些基金会中
,

为新加坡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要数李氏基金和邵氏基金
。

1
.

李氏基金

19 5 2 年
,

当时号称树胶大王的新加坡企业家李光前率先注册成立李氏基金
,

以便有组织

地
、

经常地每年拨款资助各种社会活动
,

接济贫民和孤寡老人
,

以及资助教育
。

40 多年来
,

该基

金慷慨解囊
、

慈善济世
,

目前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慈善基金之一
,

其资本总额超过 1 0 0 0 万元
。

该基金在早期把开展慈善活动的重点放在举办教育事业上面
,

这方面的开支约占其基金支出

总额的 70 %
。

从 80 年代起
,

教育方面的开支减少至 50 写左右
,

其他款项则用于扶持文化艺术

团体以及救济贫困老人
。

2
.

邵氏基金

于 1 9 5 7 年 10 月注册成立
,

基金总额在 1 0 00 万元以上
。

近年来
,

该基金每年都拨出 15 万

元度岁金分发给 3 0 00 名老人
,

每人 50 元
。

据统计
,

从成立至 1 9 90 年
,

该基金共捐出 1
.

5 亿元

的资金用作各种慈善事业
,

其中约 60 %捐作教育及医药事业
,

15 %捐作社会服务
,

15 写捐给各

种慈善福利团体
。

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团体
,

尤其是宗教团体和宗乡会馆
,

它们除了在一些重大节日
,

如华人农历新年
、

国庆节等开展慈善活动外
,

还成立许多专门的慈善机构
,

为社会提供经常性

的服务
。

如果按照这些慈善机构所提供服务的种类进行分类
,

可将它们分成如下四类
: 1

.

主要

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
,

目前经常开展活动的有 9个
; 2

.

主要为贫病老人提供服务的

慈善机构
,

目前经常开展活动的有 5 个
; 3

.

提供一般的卫生
、

家庭与社会福利服务的慈善机构
,

目前经常开展活动的有 9 个 , 4
.

专门为母亲和少年儿童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
,

目前经常开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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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有 7 个
。

现将它们列表如下
:

农 1
·

主要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

慈慈 菩 机 构构 提供服务的种类类

新新加坡济世之家家 () l提供住宿
;

(2)职业治疗 ; 3 ()物理治疗
。。

智智力逊常儿童协会会 (1 )提供特别教育的咨询 ; ( 2) 咬合理试验 ; (3 )安排职业
。。

新新加坡聋人学校校 (1) 提供入学前及小学教育 ; () 2职业训练 ; 3 ()安排职业 ; () 4社交和和

嘉嘉诺撤聋人协会会
、

康乐服务
...

新新加坡弱智人福利促进会会 () l提供托儿服务 , ( 2 )入学前及小学教育 ; ( 3) 为少女提供职业训训

新新加坡麻疯救济协会会 练
。。

新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会 ( 1) 提供特别教育
; ( 2) 实习训练

; ( 3) 安排职业 ; ( 4) 提供住宿
、

日间间

新新加坡痉挛儿童协会会 护理服务
。。

玛玛格烈道特别学校校 ( 1) 提供住宿护理 , ( 2) 为过去患有麻疯的病人提供经济援助及安排排

康康康乐活动 ; (3 )复原训练
。。

((((( i )提供特别教育
; ( 2 )工业训练 ; ( 3 )复原计划

`

; ( 4 )咨询服务 ; ( 4 )社社

交交交康乐服务
。。

((((( 1) 提供特别教育 ; ( 2) 实习训练 ; ( 3) 职业治疗 ; (4 )咨询服务 , ( 5 )心心

理理理试验 ; (6 )小组治疗服务
。。

((((( 1) 多种残疾保障计划以协助年龄介于 4一 12 岁的儿童 ; ( 2) 预防性性

计计计划协助年龄在 3 岁以下的儿童
; ( 3) 提供物理治疗

、

职业治疗疗

及及及 口才训练 ; (4 )日常技能训练
。。

表 2 主要为贫病老人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

慈慈 善 机 构构 提供服务的种类类

斯斯里那拉耶纳老人院院 ( 1) 为急需援助及患病的老人提供住宿和食物
;

(2 )实施粮食配给计计

大大悲安老院院 划 ; ( 3) 为急需援助的儿童提供经济援助
、

贷款及实 习服务
。。

灵灵光爱老院院 为无依无靠的年老妇女提供食物
、

住宿和药照顾
。。

年年老病人协会会 ( 1) 为老人提供住宿照顾和日间护理服务 , ( 2) 提供医药与护理牙齿齿

普普觉寺修身院院 服务
。。

为为为无依无靠和患病的老人提供住宿照顾
。。

为为为无依无靠和患病的老人提供住宿照顾
。



表 3 提供一般的卫生
、

家庭与社会福利服务的慈善机构

慈慈 善 机 构构 提供服务的种类类

亚亚洲妇女福利协会会 (1) 为残疾儿童提供物理治疗与 口 才训练 ; ( 2)小组治疗服务 ; (3) 为为

辅辅导与关怀中心心 无依无靠的贫困老人提供住宿
; () 4为急需援助的家庭分配食物物

新新加坡援人协会会 和提供经济援助
;

(5) 为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补习
。。

新新加坡复原协会会 () l为个人
、

夫妇及家庭提供咨询服务
; () 2设立公众教育及训练课课

宏宏茂桥社会服务中心心 程
。。

单单身家长家庭服务中心心 (1) 为消极及沮丧人士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及指点
; () 2为有 自杀倾向向

新新加坡心理健康协会会 的人士及受到打击的人士提供短期辅助及指导服务
; (3) 设立公公

新新加坡糖尿病协会会 众教育及训练课程
。。

单单身家庭计划 (回教青年妇妇 (1) 提供住宿及安排职业
; () 2教育援助及一般咨询服务 ; (3) 为出狱狱

女女协会 ))) 犯人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福利援助
。。

((((() l提供托儿与实习服务 ; () 2一般咨询服务 ; (3) 为儿童
、

边缘少年年

及及及老人安排康乐活动
。。

(((((1) 提供咨询服务与安排康乐活动
;

() 2为单身家长及他们的家庭提提

供供供 日间护理及经济援助
。。

((((() l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和直接咨询服务
;

() 2为患有精神病的前女病病

人人人安排暂住宿 ; (3 )安排社交
、

康乐活动 ; () 4安排有关精神健康康

的的的社会教育计划
。。

(((((1) 提供咨询护理及教育服务 ; () 2为公众人士提供教育服务及检验验

服服服务
。。

提提提供咨询服务
、

经济援助及安排康乐活动
。。

表 4专门为母亲和少年儿童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

慈慈 善 机 构构 提供服务的种类类

学学生辅助会会 (1) 提供咨询服务
、

经济及一般福利援助 ; ( 2)补 习计划
; (3) 校内外外

儿儿童辅助会会 辅导服务
。。

拉拉马克里斯南男童收容所所 为年龄介于 3 一 1 6岁
,

来自破裂家庭的少男提供住宿照顾
。。

为为为年龄介于 8一 17 岁
,

来 自破裂家庭
、

贫苦家庭的少男提供住宿照照

顾顾顾
。



慈 善 机 构 提供眼务的种类

玛丽蒙职业训练中心 ( 1 )为来自破裂家庭的少女提供咨询服务与职业训练 ;( 2 )为受攻击

的妻子提供暂时住宿 . ( 3)为未婚母亲提供住宿照顾 ;(4 )为少年

提供辅导服务
。

河水山社区服务

马来青年文学协会

淡马锡中心

为母亲
、

儿童及少年提供咨询服务
、

社交康乐活动及教育发展计划
。

( l)为儿童提供入学前教育
、

补习及康乐服务 i( 2)为急箱援助的家

庭提供食物
、

经济援助
。

( 1 )提供防范性辅助服务 ;( 2 )为边缘少年辅导及安排职业
, (3 )为儿

童补习及安排康乐活动 , (4 )为一些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咨询和

安排康乐活动
。

资料来源
: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 》刊登的
“

新加坡社团
”
专刊提供的资料整理

。

四
、

借鉴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 2 87 万人 口的小国
,

新加坡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一

些具体做法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
,

但其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的
,

主要有以下几

点
:

(一 )政府积极介入
,

但不包办代替
。

把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与发达国家作个 学
比较 (见表 5 )

,

我们发现
,

前者在这方面的开支要低得多
,

就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

开支也比新加坡要高得多
。

按照新加坡 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已把新加坡列为与欧美

发达国家同类的高收入国家 )
,

它完全有能力象其他发达国家那样
,

大幅增加政府在社会福利

方面的开支
,

但是它不愿意这样做
,

它不愿意重蹈西方发达国家
“

福利主义
”

的覆辙
,

这正是新

加坡政府的高明之处
。

农 5 断加被与各类收人 . 家杜会像险和祖利开文比较
.

1 9 9 1 年

国国家或地区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 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写写

高高收入国家
:::

1 4 2 1 000 8
.

222

新新 加 坡坡 165 5000 3 1
。

888

英英 国国 2 0 3 8 000 4 6
.

444

法法 国国 2 2 2 4 000 2 8
。

777

美美 国国 2 5 1 1 000 5 6
.

444

瑞瑞 典典 6 3 3 000 1 1
。

333

中中等收入国家
:::::::

韩韩 国



续表 5

国家或地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美元 ) !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 %

o n曰八曰八曰公 d Q口1生 00 né八 O内 hl工件 J

巴 西

墨 西 哥

低收入 国家
:

印 度

印 尼

尼 泊 尔

24 9 0 2 5
.

5

1 3
.

0

6
.

9

1
.

8

6
.

8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1 9 9 3年世界发展报告 》
。

(二 )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掏钱
。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

中央公积金

制度
、

工业灾害保险和医疗储蓄等都是 由人民通过平时强制储蓄的方式而积累起来的
,

这些社

会福利设施对新加坡人的退休
、

养老
、

疾病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

在这方面
,

新加坡政府履行的

责任主要有两个
,

一是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与规章制度
,

如中央公积金法等
;
二是建立半官

方性质的法定机构
,

对这类资金进行严格的管理
。

在建立这方面的社会福利设施时
,

往往会遇

到来 自多方面的反对
,

例如
,

许多雇主就不愿意按政府规定的比例按时为自己的雇员缴纳公积

金
,

他们往往会提出许多理 由
,

如雇主为自己的雇员缴纳公积金的比例太高
,

会提高生产成本
,

使新加坡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大
,

还将使新加坡的投资环境恶化等等
。

遇到这种情况

时
,

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预并强制执行
。

遇到经济不景气时
,

政府也会与雇主达成某种妥协
,

降低

雇主和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
,

等到经济复苏后又逐步调高
。

例如
,

1 9 8 6 年经济衰退时
,

新加坡

政府便将雇主的公积金缴纳率从原来的 20
.

5 %降至 10 %
,

最近几年
,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
,

政

府又将雇主的公积金缴纳率逐步调高
,

1 9 9 。 年提高到 16
.

5 %
,

去年又提高到 18
.

5写
。

(三 )社会的事动员全社会来办
。

社会保障制度是造福于全社会的事情
,

因此必须发动全社

会都来关心和参与
,

在这方面
,

新加坡政府有它 自己独到的见解
。

吴作栋在一次谈到动员全社

会来关心和参与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时指出
, “

这是以新加坡方式实现有人情味的社会
。

我们

相信
,

比起增加税收
,

让政府成为唯一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
,

这种办法要来得好
。

我们鼓励多方

伸出援手
:

出自政府
、

公司
、

社团
、

宗教团体
、

志愿团体
、

关心社会的公民和家庭成员
。

所有的人

都有责任
,

并能为贫穷和不幸的一群提供协助
。

我们一起努力
,

将能建立一个有温情和互相关

怀的社会
” 。

① 在一些西方国家
,

社会福利事业基本上都是 由政府包下来
,

因此
,

人们把一些西

方国家政府的这种做法叫做
“

从摇篮到坟墓
”

的政策
,

新加坡政府一贯反对这种做法
,

认为这种

做法一方面会给政府造成太重的负担
.

另一方面是使人民养成事事依赖政府的隋性
。

为了克服

这两方面的弊端
,

新加坡政府认为
,

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全社会都来办社会福利
。

当然
,

新加坡

政府在这方面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
,

而是进行积极的引导
,

其主要做法有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通过各种立法
,

规范各种社团的行为
。

例如
,

新加坡政府的有关宗教法令规定
,

各种

宗教团体只能从事宗教和慈善事业
,

政府尤其鼓励各种宗教 团体从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

并
·

对新加坡的各种宗教团体在这方面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
。

新加坡政府在 1 9 8 9 年发表的《维

持宗教和谐 白皮书 》指出
, “
在新加坡社会

,

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
,

宗教 团体一直对国家作出重
.

① 新加坡政府
: 《新加坡

:

新的起 点 》
。



大贡献
。 .

新加坡人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和道德上 的指引
。

许多宗教团体

不遗余力地从事教育
、

社区和社会工作
,

如办学校
、

帮助老人及残疾人士
、

开办托儿所等
。

可以

预见
,

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将与 日俱增
。 ”

第二
,

在政策上进行扶持
。

例如
,

新加坡政府规定
,

凡是以从事社区
、

慈善及文教事业为 目

的的基金会均享有免税的政策
。

第三
,

民办公助
。

在新加坡
,

从事各种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的社会团体与民间机构很多
,

但

是
,

除了一些大的基金会外
,

它们中的大部分在开展活动时往往会遇到资金上的困难
,

政府则

从资金上进行资助
。

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部在 1 9 9 1 年制定的未来 5 年社会发展计划中规定
,

该部将拨款 9 2 0 0 万元资助各种社会福利团体
,

让这些机构直接协助有需要的老人
、

残疾者和

贫困家庭
。

在 1 9 9 1 年国庆时
,

新加坡的一些民间团体发起了国庆慈善捐款活动
,

并且打算利用

这笔慈善捐款建立国庆慈善基金
,

吴作栋非常赞赏这种行动
一

,

他说
: “

25 周年国庆慈善基金是

国人向贫困一群和低收入者伸出援手的一个好例子
。

这是一个由人民发起
、

筹募并以人 民的福

利为出发点的人民基金
,

它让所有新加坡人都有机会尽量参与慈善工作
” 。

① 为了鼓励这种全

民性的社会福利活动
,

新加坡政府在这个活动开展之初就表示
,

它愿以一对一方式支持这个基

金
,

即从社会上募集到多少款项
,

政府就将拨出同等数目的款项给这项基金
。

后来
,

在这个全民

性的国庆慈善募捐活动中
,

社会各界和个人一共捐款 8 8 0 0 万元
,

政府拨出了同等数目的款项

支持该基金
。

笔者认为
,

新加坡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举措对我国 目前正在进行的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最有启发意义的有三点
:

其一
,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真正对人 民负

责的
、

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
其二

,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
,

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

不为
;
其三

,

必须充分调动与发挥政府
、

个人和社会三者的积极性
,

三者互相配合
、

互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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