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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

童教育医药亲社会经济 为生存打基础
无论是应，时金融危机的强算案， 政是椎

动关怀与包容社会的损算案，教育开支都是
历年政府财政预算杜会发展开支的重要一部

分，教育上的投资也为我同过去50盖l'来快速
的经济发展提供掘源不町的动力。

云天德指向，独立初期财政资拥有限，

但是当时政府还是把 四分之一开支用 在教育
上。

他说 "新加坡缺乏天然资源， 发展人
力资本就变得4卡常重要， 政府因此不·附在这

方丽投入大量财政资源， 教育开支一船来都

是紧随罔防的第二大财政开支s"
即使是到(200051':之后， 我回经济已取

得可现增长 ， 教育依然在每年的财政开支中

占据重要比卒， 超过201)也;如果以每年的杜

会发股开支讨算，教育开支则占了的一半。

云天德相信，我因经挤多年来提升，经
济大耐不断扩大，受过高素质教育的劳动队

伍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 也正是国为有着受
过高教育的人力资本， 我国才能l吸引跨罔企
业源源不断来本地投资。

|除了教育，杜会开支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是医药， 这方面的开支近年来增长显著。

2000年， 医药开支只占政府总财政开支的不
到5%， 到了却13年已。超过10%。

受杜会人口结构变化影响， 未来政府的

杜会开支预计还将呈上升趋势。 宋生文认

为， 接下来政府不会忽略我罔经济的竞争

力，f现计每圣|工都会为商家做tPr一些调d莓，不
过在不影响商业环境的情况下， 更多的注意

力会放在社会发展领域。
陈段文指吭，与经2肃立展开支一样，袄

会发展开支也是一种投资，在医疗保健、 幼

儿培育和加强社会安全网上的投入，最终能
让社会:9!坚韧，也为建立高效率的

。最曾在星期五公布
新加坡抽主以来的50年

里共出台49份财政预算案，
有超过半数在星期五公布，

其次是星期 ， 占27%。

周二至四公布预算案的次

数相对少有， 其中周四是

最不受落的日子， 至今只
有两次， 分别是2007年
和2∞9年。

教育投资-直都是政府财政开支的重要-部

分， 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叶振忠摄)

势动队伍的下坚实基础。
他强调， 经济开 支和杜会开支相互依

赖，财政政策不该i仙重其中一方丽。 如果不
能建设公正和公平的牡会， 高素质增长就会
失去意义。 同样的， 如果经济增长无法化解
资本主义那种欠峡同理心的运作手法， 也很

府有公平、公正的杜会。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也说 "自从
2012财政句:的包容增长预算案樵嗣后，政府

的重点从经济转向了衬会经挤:领域。"
她认同， 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 一个E

有凝聚力的杜会也利于经济发艇， 而经济重

组的主毡' 也意味着 ， 政府不会为f针会桶和l

而要求经济让步。

她说 由于我罔人 口老龄化，政府对
衬会桶和I的注重会逐步增加，但同时也会确

保新加坡经济继续收引投资，取得可持续的

增长来支持析:会相利的财政支tt\ Q 

" 

陈庆文还峦阙t 伴随着更高的杜会开

支， 需要不断向间的是如何让社会开支发挥
亚大效用， 确保人们不失去敬业乐业的精

神， 维持杜会的坚韧和肉立精神。

。李光耀曾当丸天财艇

从资部匮乏的岛罔，$IJ如今人均罔内
生产总值(CDP)超过6万9佣0元的发达罔

家， 我困在过去50年的 转型和巨变同政府

财政顶算案中为经济发展所作的规划息息
相关。

展望未来， 学者和经济师认为，财政
拨款应继续在椎动经济发股方丽投入资

源， 维持我网的竞争力. 同时推进源肉同

内的经济创新。
宋生文形容独立后头15il二的损算案是

以 "生存"为目标。 他说 "当时新加坡

经济太小， 1í血算案基本上回绕着生存和发

展策略。 新加坡经济的基础， 都是在那时

打下的。 "

独立后的新加坡基础建设短缺，经济

收入来源有限， 英军的撤离;更让我围丽临
严峻的就业问题，失业率高达约10<，)岛。

为f解决就业的燃眉之急，1965�lf的
撒算案推出f五年期发展计划，着重为罔

人提供就业机会， 也吸引外资进入椎动制

造业和金融业发展， 同时打开州 口 市场。

在1960年代成立的经济发展娟和1968

年设立的裕廊工业区都成功吸引罔际企业
进驻我回。

政府还拨剧资金推动旅游业， 先是

于1967年宣布建造酒的， 激级酒!占紧缺问
题 ， 之后于1972作拨款 L 100万元发展圣淘

沙
制造业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 197851二，我|司的失业率减低
到113.69岛， 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从19655下的

1.4锐地如到I.Q1峭的1A饥， 这期间经驴早

均每年增长109岛。
到� (80{1三代，人力成功立

建圄总理李光耀曾在1983年10月14日，

原财政部长韩瑞生心脏病发逝世后， 从10月
15曰至23日兼任财长九天。

。仅两次

不包插李光罩在肉， 新加坡独立
以来共有七人担任财长， 但

却有八人曾发表财政预

算案声明。 另外的那
位就 是曾担任财 政有趣的是， 早年预

算案更多是在工作周伊
始的周-宣布， 不过上

世纪80年代以来， 则较常

在周五出炉。

。财政军，1968军调整
我圄自1965年她

立至1968年， 财 政
年是依循日历年， 也

就是每年1月到12月。

在农历新军前公布
新加坡的财政预算案

般都是在过了农历新年后才
公布，半个世纪以来只有

2007年和2009年两次在农历
新年前出炉。

部高级政务部长的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
栋。 他从1979年至
198 1年， 代替时任

财长的 韩瑞生发表预

算案。

01997每预篝案延退出炉

攀价值链高端
开始上涨，我围也面对众多低成本罔家的
竞争，急需进行经济转型，发展高增值产
业。

宋生文说: "80年代起，预算案侧重

点开始转变，政府推出了生产力计划1.0版

本，减轻高薪金的影响，鼓励衍业升级并
采用最新科技。 "

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加上杜会

政拍环境转变， 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 减

少对外来人力的依赖，.fIj.次成为近几年勤

算案的重要课题 。 2009句 ·起， 政府推出生

产力计;I(;Ij2.0版本，并把包容增长定为经济

发展主题。
云天德指出，新加 坡早年的经济发

展，主要依赖外来投资和跨国企业带来的
技术，这样的增长模式未来得做刷调格s

他说 ..除了理解企业面对的人二F不

足问题，类似生产力与创新优惠等计划具
备更广的意义， 目的是鼓励公司投资研

皮，实现创新，让新加坡从外罔技术的跟
随着，转变成创ø发者" 。

对于我国接下来的发展策 略 ， 林秀心

说 新加坡的发展策略一 点以来是不断

升级， 攀向价值链的更高端， 特别是制造

业和关键的服务业。 "

在供应方面， 提高生产力有助于应对

成本问题;需求方面， 贝IJ需要收弓|海外在

户和市场，确保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保恃竞

争力。

林秀心说 加算案是为了促进和改

善商家和私人领域的大环境，特别是基础

建设、政府政策和透明配方面，但政府不

应该是经济增长的主

要推动力。 "

1968年后， 财政年改
为现行的 每年4月至隔年

3月。 因此， 1969年没有公
布新预算案， 下-份预算案

是在1970年3月公布。

自财政年度修改后， 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一

般在二三月公布， 1997年却是例外。 那-年，

新预算案迟至7月才出炉， 原因在于那一年的1

月2日举行全国大选。
政府预见这会使政府传统上在二三月发表

新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延后，提前在1996年
12月由财长胡赐道向国会提出预先动用113亿
9900万元的拨款动议。 这能确保国会无法在

1997年4月1日之前通过97/98年度财政预算案
时， 政府仍有足够的搜歌维持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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