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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一面却叫我无
法接受我们不能更
快一些让男士们觉
悟，消除偏见。

▍ 四 、 引 进 外
籍人才

当 富 裕 的 西 方
大国改变对亚洲移
民 的 政 策 时 ， 新
加 坡 人 才 匮 乏 的
问 题 更 是 雪 上 加
霜。1960年代美国
在越南打仗，它不
希 望 拒 亚 洲 人 于
门 外 的 移 民 政 策
使它蒙受反亚洲人
之嫌，于是决定改
变，允许亚洲人移
民美国，扭转了一
个多世纪来只接受
白人移民的政策。
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三个地大
人稀的国家不久也
相继效法。新加坡
因此失去一大批来
自马来西亚的华族
和印度族人才。

1 9 7 0 年 代 末 期
以后，人才短缺的
问题进一步恶化，
约有5%受高等教育
的人才开始移民海
外。为了确保有足
够的人才，以应付
日益增长的经济所
制造出来的工作，
我开始计划引进和
留住人才——企业
家、专业人士、艺

人、技术高度熟练
的工人等。

1980年，我们成
立了两个委员会，
其中一个委员会专
门负责物色人才，
另一个负责协助这
些外来人才在新加
坡安顿下来。我们
的官员到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和加拿大招揽
人才，每年为新加
坡引进数百个大学
毕业生，填补了新
加坡受高等教育者
每年有5%至10%移
居到工业国所留下
来的空缺。

一 个 新 现 象
是，有越来越多男
性白人娶新加坡女

性，尤其是受过大
专教育的女性，因
为新加坡男性大学
毕业生对她们敬而
远之，大学毕业的
白人却不介意。

新 加 坡 法 律 规
定，男性公民所娶

的 外 国 妻 子 可 以
入籍新加坡，反之
则不然——除非她
们的外籍丈夫在新
加坡已有一份固定
职业。许多女性因
此 不 得 不 移 民 海
外 。 1 9 9 9 年 1 月 ，
我们改变了这项政
策。这将为新加坡
的国际性特色增添
更多色彩。此外，
好些负笈海外的新
加坡男性也娶了在
大学认识的白人女
性或日本与其他亚
洲女性为妻，他们
的子女充实了新加
坡的人才宝库。

随 着 人 们 经 常
出国公干或被派驻
国外，同当地人频
繁交往，不同种族
通婚的旧有障碍不
再那么明显了。我
们必须改变态度，
对以往被视为外来

者而加以排斥的人
才善加利用。陈旧
的偏见非得摈弃不
可，否则它将成为
新 加 坡 朝 国 际 贸
易、工业和服务中
心发展的道路上的
绊脚石。

没 有 外 来 人
才，我们不可能取
得今天的成就。我
所组织的第一个内
阁，十人当中，我
是惟一在新加坡出
生和接受教育的。
吴庆瑞、杜进才在
马来亚出世，拉贾
拉南出生于斯里兰
卡。现任大法官杨
邦孝和总检察长陈
锡 强 来 自 马 来 西
亚，其他海外人才
不胜枚举。

还 有 成 千 上 万
个外来工程师、经
理和其他专业人士
在推动新加坡的发
展。把新加坡比喻
成一台电脑，他们
就是这台电脑里的
额外兆字节。如果
不以外来人才填补
不足，我们永远无
法跻身一等一的行
列。

本 文 节 选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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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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