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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模式如何影响中国 

2012年10月16日 14:10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马岩 陈茜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核心提示】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于新兴市场“取经者”的追捧，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

对于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无论是文化传统的同根同源，还是实际执政体系的相似性，近邻新加

坡无疑都是政府管理的良好典范。 

 

  2011年5月，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宣布正式离任新加坡内阁，引发各国智库对“新加坡模式”

的争相讨论。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对此颇为关注，其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特

地为《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在21世纪管理模式竞赛中，“新加坡共识”可能比“北京共识”、“华盛顿共

识”更具优势。 

 

  上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后，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于亚洲、中东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取经者”的追

捧，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除了经济发展外，这些国家更加关注新加坡的政府管理经验。以新兴城市国家阿布扎

比为例，大到长远城市规划，小到电子政务协议，都在一一效仿新加坡。而对于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

无论是文化传统的同根同源，还是实际执政体系的相似性，近邻新加坡无疑都是政府管理的良好典范。 

 

  9月21日，“2012中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在新加坡召开，主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此次论

坛进一步深化了中新两国在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会议前夕，新加坡公共治理研究领军者之

一——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伟先生，在京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

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加坡模式”及其对中国政府管理特殊的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 

 

  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分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两个时期。前期的“公共行政”理论以韦伯的层级

官僚体系为基础，表现出层级制、官僚、缺乏弹性等特点。随着层级官僚体系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管理学中

的效率观念逐渐得到重视，“公共行政”开始向“公共管理”过渡。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理论奉行效率至上原

则，强调政府效率，试图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结构，以此来节约管理成

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开始大规模政府改革。政府管

理开始要求市场导向和因应而变，由此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以市场需求改造政府机

构设置，强调政府管理借鉴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从单纯追求效率的“一个E”（Efficiency，即效率）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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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Ｅ”（Efficiency，Effectiveness，Economy，即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转变。 

 

  吴伟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四个方面。首先，从强调政府管理效率最大化向兼顾效率、效果和经济

性转变。其次，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强调政府管理过程中要提高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再次，从“大政府”

向“小政府”过渡，政府由从前的“大包大揽”开始逐步放权，在可以利用市场完成的领域允许民间力量进

入。最后是主体的多元化，允许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管理。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见证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管理国家有

如经营公司，有报道称“国父”李光耀曾刻意按照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以及激励体

制。这使得新加坡政府管理可以较好地兼顾“三个E”，其制定的经济策略似乎与商务计划具有某些相似性，

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被赞许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管理在很多领域都与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一方面节省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政

府负担过重；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市场优势，提高管理效率。”吴伟说道。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和多元化

管理主体、外包公共服务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可见一斑。 

 

  新加坡两所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均是企业化经营，成为公共服务机构民营化的缩

影。虽然二者70%的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但却均以公司名义注册，运作形式依照现代公司的管理体系。“大

学采用专家治校方略，而非行政方式管理学校，给予学者足够的学术自由，我想这是南洋理工大学在短时间内

跃居世界领先院校的原因之一。”吴伟说道。 

 

  精英战略 

 

  以“精英治理”为特色的新加坡公共管理模式有别于西方高福利国家的“保姆式”管理，其既不鼓励希腊

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但也能够提供优质的低成本教育等公共服

务。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

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其失业率一直保持低位；几乎没有人是无所事事的。 

 

  吴伟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人力资本优势，得益于长久以来所坚持实行的“精英战略”。虽

然精英战略竞争激烈而残酷，但却颇具实用意义。从小学四年级起，新加坡学生便开始“被区分对待”。他们

中成绩最优秀的3%将接受“精英课程”，由专门教师授课。小学六年级会考后，学生开始分流，将按照国立大

学、理工学院和公益学院三种高等教育模式来进行定向培养。 

 

  国立大学培养国家精英，将来为政府和社会建设服务；理工学院培养传媒、护理等高等职业技术人员；公

益学院则作为技工教育机构，培养高技术工人、熟练工人。为保证精英阶层质量，国立大学坚持多年保持30%

左右的入取比率，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盲目地扩大规模。理工学院和公益学院则保证了没能进入精英

层级的学生也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中新合作交流 

 

  中国和新加坡不仅在政府管理理念上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政治体系上也较为相近，新加坡的人民行动

党领导人民独立后一直执政至今，新加坡经验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最早的中新合作始于政府，随后两国

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了企业合作不断发展；当前两国企业间合作很多都已是自发开展，如两江工业区、广州都市

城、天津生产城等，政府仅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职能。 

 

  事实上，中国和新加坡在公共治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 2004年时任中组部干教局局长的李培元

就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目前中国政府海外培训主要有两个基地：一个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另一个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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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哈佛大学。”新加坡的中国政府官员培训主要集中在南洋理工大学，而具体实施培训的则是公共管理学

院。从1992年首批河北省高级干部赴新接受系统培训开始，截至2008年底，南大公共管理学院为中国各级政府

培养了765名公共管理硕士，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突破8000人。 

 

  新加坡华人约占70%，汉语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利于减少中新交流过程中的语言障碍。“曾有官员开玩笑

称：‘在海外接受培训，语言障碍要打30%折扣，理论吸收要打10%折扣，从理论到实践又要打10%折扣，所剩

可能就不多了。’在新加坡办培训，对中国来说可以把语言这30%给补上！”吴伟说道。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正在发展服务型政府，从新加坡日渐成熟的公共管理经验中或许可以得到些许启迪。”吴伟说道。 

 

  新加坡一直强调公民应该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采用公积金模式运作养老金。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

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教育，但其并不会像欧洲国家一样，因为福利过多使政府不堪重负，这很

大程度是因为精英策略带来的较高人力资本回报以及稳定的社会就业。吴伟表示，“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

数，中国政府完全负担居民养老是不现实的，新加坡经验可能对中国具有借鉴作用”。 

 

  早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便提出“居者有其屋”，认为人民拥有自己的诸如住房等固定财产，便不会希望

社会动乱，整个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当前新加坡超过90%的居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据悉9月赴新参加“2012中

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的中方官员将重点拜访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学习新加坡组屋政策方案的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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