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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背景概述

「花園城市、南方島國─新加坡」，是一個大家完全不陌生國家，很多人曾經以為他是全世界最

小的國家，但事實上，新加坡的面積(719.9平方公里)出人意表地比梵蒂岡、摩納哥、諾魯、吐瓦

魯、聖馬利諾這些國家還來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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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人口數有大約565萬人，新加坡的人種非常多樣，主要以華人為最大宗，占約74%、馬

來人約占13%、印度人約9.2%、歐亞混血人約占3.3%。政府對不同種族的彼此融合可說是格外用

心，在新加坡最著名的「組屋」，也就是一般俗稱的社會住宅，都必須依照比例個別分給不同族

群承購或承租，絕不允許有任何一個組屋區只有單一種族的存在；即使要出售自己所擁有的組屋

，只可出售給和自己相同的種族，以免打亂了原本政府所規劃好的組屋族群比例。

語言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當你漫步在新加坡的街道上時，周遭不同的膚色和語言活脫脫地出

現在眼前，剎那間會讓人忘記究竟置身於哪個國度，英語、中文、馬來文、廣東話、閩南語、印

地語…等不同語言洋洋盈耳，儼然就是個聯合國情境模式。

新加坡是一個「韌性城市」，是一個可以立即回應變化，充滿著承受衝擊的「容受力」，以及擁

有高效「恢復力」的穩定城市國家。最大優勢，除了有著卓越的國際商業成就，絕佳且優越的地

理位置和非凡創新的技術能力外，更擁有開放的商業環境、強有力的貿易與各國投資。近年來，

新加坡政府更著眼於在地製造與服務領域增值投入的多元化經營，經濟自由度傲視全球，並且有

著「東南亞金融中心」的美譽，是西方國家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重要門戶，也是全球最具競爭力的

經濟體之一。

新加坡政府的城市綠化觀念非常完整與進步，所以整個星國有高達約80%的綠化比例，若搭乘飛

機即將降落新加坡機場時，向下俯瞰就可以看到一個綠色區塊，就是新加坡這個國家。

二、新加坡人民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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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政權，自脫離馬來西亞建國以來，長期由人民行動黨所掌握；星國人民對於政治的熱衷

度，不像台灣來得這麼高，但對政治、政策的關注度還是占有民眾生活一定的比例。但對於政治

的批判，往往較為遁入檯面下或流於茶餘飯後的聊天話題。星國的媒體，屬於「有限度」的自由

，不全然是扮演監督的角色，而是必須要與政府「合作」，促使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所以電子

媒體、平面報章對於星國人來說是政府政策的文宣展示與放送，針對批判性或是政策負評的報導

，是比較難以在媒體上所看到的。而這樣的媒體文化，自然就難以從民眾口中或建議上得到對於

政策的修正或精進意見，屬於單向政策的宣傳，這也是和台灣很大的不同之處。

除了媒體政治之外，一般人對於政治雖難以積極性的批判，但對政治卻是親近且熟悉的。這當然

是因為星國的政治體制是屬於內閣制的關係，每位內閣閣員也是國會議員，總理自然也是其一，

這些國會議員(可能兼任閣員)須定期到自己的所屬的選區進行選民服務的工作，這一點則是和台

灣的民意代表是極為相似，只是星國國會議員的選民服務項目還是遠不如台灣民意代表來得複雜

而且五花八門，他們的服務還是偏向法制面的部份。因此，在這個場合，民眾則是有極多的機會

向選區的議員，同時可能也是內閣閣員，表達自己對於目前政府所施行政策的看法，但是否採納

仍取決於政府。

再從更宏觀一點的層面來看新加坡人民對外的政治思維，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絕大多數

的新加坡人仍舊有一個大中國的思維，台灣自然也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關於這一點，可以前總

理李光耀的回憶錄看出，他說：「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阻擋

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加坡多數的華人都是來自於中國東南沿海省分，對於中國的情感

面，在內心深層裡仍舊存在於一個不易發現的角落，縱使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會大聲疾呼自己是

「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移民」，但從新加坡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投資關係看來，星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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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人民對於中國的矛盾心情嶄露無遺，畢竟以新加坡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仰賴進口的國家來說，

可以發揮的最大空間自然便是在經濟或政策執行上擔任一個稱職的「規劃者」抑或是「中介點」

。中國近年來大力推行的「一帶一路」，就是新加坡最好的發揮平台。

當然，現今世界的勢力已經拆分為東、西兩大霸權，在東方為中國，西方則是為美國。新加坡這

個小國家，必須在馬來西亞、印尼等環伺在自己周邊的大國家生存，更需要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取

得不傾向任何一方的「均力」角色，任何風吹草動都將使得新加坡繃緊神經。幾個月前，美國力

挺新加坡智產局局長鄧鴻森出任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的世界財產權組織新任總幹事，硬生生拉下

中國籍副總幹事王彬穎，讓中國認為新加坡在近期的美中貿易大戰中，已經選擇往美國那邊靠攏

，而在近來武漢肺炎疫情在星國延燒之際，據傳聞中國並未對其伸援，而台灣在這當下出手援助

100萬個口罩，自然牽動台星、中三方敏感神經，從星國總理夫人的表現與態度，或可看出一些

端倪。但總歸而言，歷來星國整體對外態度都是穩重而自持的，這是政府一貫的態度；總理夫人

的社群發言，自然不在規畫之內，只能堪稱是「個人行為」。

此外，再從新加坡文化層面來觀察，文化的多元且複雜多樣，是星國的一大特色。不僅有中國、

馬來、印度、客家、歐洲、美洲…等等不同樣態的文化內容，如此的特殊文化環境，讓新加坡人

在每一種文化上都沾染到了一些，但這也讓各自族群的文化根本底蘊可能打了些折扣。所以新加

坡政府有一項政策，每一個新加坡人的國民身分證(簡稱IC)上必須註記自己的「出生地」，試圖

利用這種方式讓人民記住自己「血統源頭」，但卻難以形成屬於「新加坡自創的文化」。這種擔

憂其實已經在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產生憂慮，新加坡各所大學更時常舉辦類似的論壇，邀請各界學

者討論這個議題，如何才能讓源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文化融合成屬於新加坡自己特有文化，而不

是只是不斷繼受他國傳統。有新加坡學者也指出，星國若要有自己的文化特徵，至少需要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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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進行演變，這確實也讓新加坡人在自己文化定位略顯得無所適從。

另外從新加坡人的社會層面觀察，星國民眾對於自己的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相當自豪，這與人

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維持政治的穩定度有非常大的關係，這一點卻也是民眾多有齟齬之處，但若

提及經濟的提升與促進，民眾還是會服膺人民行動黨的領導。新加坡人民高度的守法程度也是世

界上數一數二，只要政府給出明確的指導或法律，人民必定高度遵循。此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

就是新加坡人一貫的態度「怕輸」(Kiasu)，這同時也是2018年新加坡社會價值觀調查的第一名；

在2012年和2015年新加坡的機構也做過相關調查，「怕輸」永遠都「金榜題名」，由此可看出新

加坡人將「榮譽」看得多麼重要。新加坡之所以在眾多國際評比的指標中，有很高機率居於第一

，是因為政府和人民認為「可以當第一，為何要當第二？」可以稱是人民的好強，但更大的層面

是人民對於自己和國家的自信心。

三、小結

新加坡是一個常常被台灣政治人物掛在嘴邊的一個國家，經常性地對其政策、制度、法律、經濟

….等方面的學習和借鏡已成為一種慣例。台灣政治人物也時常到新加坡考察其各項政策與設施，

例如組屋，可能台灣眾多縣市首長都曾去考察過，但回台後卻往往難以落實。新加坡的法律和台

灣有很大的不同，舉例組屋這項政策，新加坡有高達80%的土地均屬國有地，私人擁有地可謂極

為少數，「釘子戶」在新加坡的社會中更是幾無出現過，讓人不得不說這個國家的制度和人民素

養真的很特別。或許有人會說新加坡「經濟方面完全開放、人權方面有待啟迪」，但是他獨樹一

格的「中間路線制度」確實讓造就了「新加坡奇蹟」的誕生。北緯一度島民們所認知的幸福很獨

特，不管外界認不認同，這就是新加坡無可取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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