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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加坡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年型社会，与我国步人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接近。
但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老年人问题，并着手在养老事业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
中新两国渊源颇深，在地理位置上，新加坡与中国一衣带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人口构成上，新加坡75％左右的人口为华人；在文化传统上，新加坡与中国都深受儒家思想文化
的影响，信奉“孝道”观念。
因此，介绍新加坡养老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促进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加坡，老年人被称为“乐龄人士”。
首先，这个名字为老年人树立了积极的社会形象。
其次，这个名字的由来主要是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加坡的老年人经济上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
；二是新加坡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乐享晚年生活。
显然，这两个原因就是新加坡老年人生活的两个显著特点，而本书也正是围绕这两个特点对新加坡的
养老情况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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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加坡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年型社会，与我国步人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接近。
但在此之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老年人问题，并着手在养老事业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
中新两国渊源颇深，在地理位置上，新加坡与中国一衣带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人口构成上，新加坡75％左右的人口为华人；在文化传统上，新加坡与中国都深受儒家思想文化
的影响，信奉“孝道”观念。
因此，介绍新加坡养老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促进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加坡养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第一节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人口构成一、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变迁
二、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情况三、新加坡的人口构成第二节 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趋势一、人口老
龄化现状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三、人口老龄化速度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其人口学影响一、
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影响第四节 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一、时间短
、速度快二、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第五节 小结第二章 新加坡老年社会保障简介第一节 新加坡社
会保障制度概述一、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二、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內容第二节 新
加坡的老人问题及应对策略一、新加坡面临的老人问题二、新加坡老人问题产生的原因三、新加坡应
对老人问题的策略第三章 中央公积金制度简介第一节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中央公积金
制度的建立背景二、中央公积金制度的运行和完善第二节 公积金制度对老年人的保障功能一、养老保
障二、医疗保障三、住房保障四、资产增值第三节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一、中央公积
金制度的特点二、中央公积金制度面临的问题第四章 新加坡的养老模式第一节 家庭养老一、政府对
家庭养老的倡导二、老年宜居住宅第二节 社区养老一、社区照顾二、社区养老服务的类别三、社区养
老服务的发展状况第三节 机构养老一、机构养老的必要性二、机构养老服务的类别第五章 新加坡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第一节 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一、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概况二、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的
原因第二节 老年人参与文化活动一、终身学习二、活跃乐龄节三、乐龄俱乐部四、免费上网五、康乐
计划第三节 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一、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含义和意义二、乐龄义工第六章 新加坡
养老事业的特点及启示第一节 新加坡养老事业的特点一、养老事业责任机制的特点二、老年社会保障
制度的特点三、老年社会服务的特点第二节 新加坡养老事业对中国的启示一、建立合理有效的养老事
业责任分担机制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三、构建多元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参
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加坡养老>>

章节摘录

插图：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是在其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过程中迎来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并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将总和生育率降
低到了更替水平，此后一直保持着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于2000年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时间短，而且速度快。
据联合国的预测，2000年新加坡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7.2％，2015年，65岁
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提高到13.6％，接近14.0％，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
的时间仅为十五六年。
根据美国老龄研究所和人口普查局的报告，除日本之外的发达国家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从7％提高到14％，所用时间都在45年以上。
其中，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也用了70年左右，而包括新加坡、中国、日本
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却仅仅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其中中国和日本均用了26年时间，新加坡比
这两个国家还要短，仅为十五六年，老龄化的时间更短，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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