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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生 育 ， 口 号 也 变
成“如果能养得起，
就生三个或更多”。

低生育率就像一
个漩涡，现在很少有
国家掉进去，还能爬
出来的。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的生育支

持政策非常多，用香
港立法会的一个报告
说，新加坡的生育支
持措施，在亚洲是“
最为全面的”。

除 了 上 面 说 到
的“婴儿花红”，还
有非常多的政策，比
如子女免税额、家长
税务回扣、在职母亲
子女估税回扣。

子 女 满 7 岁 前 ，
家长每年最多可放6
天的有薪育儿假。

新加坡鼓励家长
把 孩 子 送 到 托 育 中
心，2-18个月大的小
孩，每个月补贴600

新加坡元（约合2800
多 元 人 民 币 ） ， 接
下来一直到6岁，每
个月补贴300新加坡
元。

有意生育的父母
能优先分配组屋。

人工授精，体外
受 精 ， 冷 藏 胚 胎 移
植，政府最多能报销
75%⋯⋯

有 统 计 数 据 显
示，有两个孩子的新
加坡家庭，当孩子年
满13岁时，经济方面
累计的资助可以达到
118000美元（约75.2
万元人民币）。

但 是 ， 李 光 耀
说，如果他还主政，
会把“婴儿花红”定
为新加坡人平均年薪
的1倍，让孩子从出
生到小学的全部花销
都能被包下来。

但是，这会大幅
度刺激生育吗？

李 光 耀 说 ， 不
会，即便有巨额的奖
励，还是不会起到太
大的作用。

现在新加坡节节
下跌的生育率，的确
也证明李光耀的判断
是正确的。

但他为什么希望
这样做呢？用他的话
说，就是为了证明低
生育率和经济或者财
务因素不大。

在书中，李光耀
还反驳了一个观点：
房价太高，房子太小
让 人 们 不 愿 意 生 孩
子。

李光耀说，去过
一些地方，人们的生
活环境更拥挤，但生
的 孩 子 却 更 多 ， 现
在，即便是有更大更
便 宜 的 房 子 ， 到 头
来，可能还是只会生
一个小孩。

那么，问题出在

哪儿？
李光耀认为，生

活方式、思维观念已
经不一样了。

现在，女性受了
教育，有了更好的就
业机会，也要像男性
一样打拼事业，周游
世界，不再为子女所
牵绊。

包括很多人不知
道年轻人为什么找不
到对象，不结婚。在
李光耀看来，其实就
是年轻人想要让自己
过舒适的生活。

简单来看，新加
坡鼓励生育的政策很
难成功。

出路在哪儿？
李光耀指出了两

条路。
一 是 像 西 方 一

样，接受同居文化，
承认非婚生子女。

补充一句，非婚
生子女的比例在法国
已经达到50%以上。

第二就是移民。

实际上，新加坡
虽然是个移民国家，
但是现在反移民的声
音越来越强。

李光耀也承认，
处 处 见 到 长 相 、 口
音、行为举止与我们
不太一样的人，自然
会让人感到不自在，
他也宁可多看到熟悉
的脸孔。

可 是 ， 放 开 移
民，是政府几乎在无
计可施之下才出的下
策。

不然，就只能任
由新加坡持续萎缩、
老化、失去活力。

李光耀的儿子，
也是现任的新加坡总
理李显龙也喊话，“
为新加坡的未来拟定
了许许多多的计划，
因为有梦想，也有野
心。但是万事俱备，
只缺一样，那就是下
一代人数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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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经合组织和
世界的总和生育率对比 新加坡托育机构里的老师和孩子

李光耀去世前为何绝望：
这个问题 他解决不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