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
更美好未来



兴建新组屋，翻新旧住宅区

• 推出更多预购组屋和增加津贴

• 再创我们的家园计划

• 电梯翻新计划

这些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许多成果：

扩展公共交通系统，缩短等候时间

• 更多巴士和地铁列车

• 新地铁线和地铁站

• 提升南北和东西线地铁信号系统

这些年，我们共同取得的成果



为国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增加医疗服务供应

• 终身健保

• 建国一代配套

• 更多医院、综合诊疗所、疗养院

• 更多津贴

这些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许多成果：

加强社会保障

• 就业奖励计划

• 乐龄补贴计划

这些年，我们共同取得的成果



这些年，我们共同取得的成果

3.6%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5%
生产力增长

5.3%
实际收入中位数增幅

2017年



共建
更美好未来

未来三大发展趋势：

• 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亚洲

• 新科技的出现

• 人口老龄化



2018年财政预算案

2018年财政预算案是一套
综合规划、具战略性的财政政策
• 打造欣欣向荣的创新经济

• 建设宜居的绿色智慧城市

• 建设温馨团结的社会

• 维持可持续的财政和保障国家的未来



财政预算案
主要措施



加薪补贴计划
政府会继续资助
企业给予新加坡
员工加薪。

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
有意采纳现成科技和
生产力解决方案的公司，
可申请这项津贴。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与企业携手合作
打造欣欣向荣的创新经济

企业发展计划
将为企业提供
综合性的支持。



协助员工
为国人制造更好的工作机会，让国人过更好的生活

工作试用计划
想尝试新职业的
中低收入员工
可获得更多资助。

加快培训专才计划
进一步扩大到其他
领域，支持国人
学习新兴数码技能。

亚细安商务人才培育计划
协助本地商人深入了解和
进军东南亚市场。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通过教育
协助孩童发掘潜能、发挥所长

增加教育储蓄户头金额
政府将给予学生更多的援助。从2019年1月起，
政府将增加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教育储蓄户头金额。

强化各项经济援助计划
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潜能。
教育部将强化各项援助计划，让更多学生受惠。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近居购屋津贴计划进一步加强，

鼓励更多人与家人同住或住在靠近家人的地方。

津贴调高至

3万元选择与父母或子女同住的家庭

津贴调高至

1万5000元选择与父母同住的单身人士

家庭方面
帮助个人和家庭为未来做好准备，
让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扶持。

可获得
1万元津贴

选择住在靠近父母家的
单身人士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之前：同个市镇或距离两公里以内

家庭方面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让家庭在购屋时有更多选择。

“靠近”的定义简化为“四公里以内”，



家庭方面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让家庭在购屋时有更多选择。

“靠近”的定义简化为“四公里以内”，
现在：四公里以内



组屋类型
每年水电费预计

平均涨幅

2019年至2021年
每年额外水电费

回扣

一房式 $3.60

$20

二房式 $5.00

三房式 $7.20

四房式 $9.70

五房式 $11.20

公寓式/

多代同堂
$13.70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协助本地家庭
协助本地家庭应付生活开销。

组屋杂费回扣将延长多一年，90万户家庭将受惠。

符合条件的组屋住户将在

2019年至2021年享有更多的
水电费回扣，这将抵消因向

碳排放量大的公司征收碳税
而可能间接导致的平均电费
和煤气费上涨。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关爱年长人士
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加强，为年长人士和弱势群体
提供更好的照顾。

乐龄支援网络和关爱乐龄办事处
乐龄支援网络将扩大至更多社区。关爱乐龄办事处
也会把触角伸向所有年长者。

护联中心
卫生部将集中管理针对年长者的社会和医疗
服务。护联中心将成为所有和年长者相关服
务的中心联络点。

社会服务中心
社会服务中心的角色和职能将加强，让有需要的
国人能更快、更有效地获得帮助。



财政预算案主要措施

所有国人
鼓励新加坡人多行善。

向公益机构捐款
所享有的2.5倍
税务扣除
将延长至2021年

年底，以鼓励国
人多行善。

为社区发展理事会
提供更多支持，让
它们能给予社区
更多协助。

为自力更生基金
提供配对捐款，帮助社会上
最弱势的群体提升技能和

提升受雇能力。



为可持续的
财政和安稳
的未来作好
规划



过去十年，
政府在惠民政策上投入了更多资源。

550亿元

891亿元

政府整体开销

政府的开销不断增加

2011财政年 2018财政年 (估计)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 兴建新医院
• 设立新综合诊疗所
• 开设更多疗养院
• 为基层医疗及专科护理提供
更多津贴

• 终身健保
39亿元

102亿元

医疗开支

医疗开支持续增加

2011财政年 2018财政年 (估计)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医疗开支大幅增加
政府总体开支上涨，医疗开支增加是主要因素之一。
这包括：



2013

滨海市区线第一阶段
2015

滨海市区线第二阶段
2017

滨海市区线第三阶段
2019 - 2024

汤申-东海岸线
2023

东北线延长线
2025

环线第六阶段
~2025

裕廊区域线
~2030

跨岛线

未来5年内

• 巴士服务：~50亿元

• 更换及提升地铁营运设施：~40亿元

•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200亿元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大力投资公共交通
我们也在公共交通领域大力投资，到了2030年，每10户家庭中
有8户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到达地铁站



为所有国人提供

• 教育、医疗及住屋津贴

• 育儿、看护及退休储蓄的税务回扣

为年轻家庭提供

• 婴儿花红、儿童培育户头及新生婴儿
保健储蓄津贴

• 幼儿园、学生托管及托儿津贴

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

• 社保援助计划（CHAS）

• 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

• 社区发展理事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助学金
及教育部中学后延续教育助学金

• 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

• 公积金购屋津贴

• 消费税补助券－现金及水电费回扣部分

• 就业补助金

政府开支让国人获益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为年长者提供

• 消费税补助券－保健储蓄部分

• 中期及长期护理津贴

• 外籍女佣税务优惠

• 乐龄助行基金

• 乐龄易计划（EASE）

为更需要援助的国人提供

• 乐龄补贴计划

• 公共住屋租赁计划

• 社区关怀计划及公共援助计划

• 保健基金

政府开支让国人获益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历届政府负责任地为未来的需求做好规划。

如今，储备金投资回报贡献已成为政府的最大收入来源。



医疗保健
应付老龄化人口的需求，
让人人受益。

教育体系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

起跑点。

基础设施
改善生活环境，为每一代国人
创造就业机会。

安保措施
对抗恐怖主义和各种威胁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放眼未来
我们必须继续在以下四个领域投资：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为了应付我国财政方面的需求，消费税将在2021年至2025年之间，
从现在的7% 上调到9%。

政府理解国人的担忧，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销：

• 在过渡期间为国人提供援助配套，抵消开支增长

• 中低收入家庭将获得更多援助

• 加强永久的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 获政府津贴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消费税将由政府承担



为可持续的财政和安稳的未来作好规划

政府已经:
• 征询并认真参考了公众的反馈

• 采取措施，确保谨慎开支

• 研究和探讨各种可能的集资模式



2017财政年的特殊盈余

政府将会：

• 储蓄盈余以应付未来之需，为新加坡未来十年的发展

奠定基础，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 与国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发放一次性的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



总之，

2018年财政预算案将帮助我们：
• 打造欣欣向荣的创新经济
• 建设宜居的绿色智慧城市
• 建设温馨团结的社会
• 维持可持续的财政和保障国家的未来



共建
更美好未来



家庭A：租三房式组屋住的年轻家庭

妻子, 32岁

月入$2,000

怀有第二胎

儿子, 3岁丈夫, 34岁

月入$2,500

共建更美好未来

家庭人均收入: 每月$1,500



2018年：这个年轻家庭可从下列计划中受惠

相关计划 现金和其他补助 公积金相关补贴

医疗津贴
例如：终身健保保费津贴和社保援助计划

大约$400 –

结婚生子配套
例如：婴儿花红现金奖励、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新生儿的
保健储蓄补贴，以及有薪产假（16周）、陪产假（2周）和

育儿事假（3天）

大约$21,600 $4,000

的保健储蓄补贴

额外利息（公积金）
首$60,000的公积金存款可得额外1%的利息

– 高达$1,200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现金补助 $300 –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水电费回扣 $340

(从2019年至2021年，
每年将得到$360回扣)

–

组屋杂费回扣 大约$100回扣 –

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 $500 –

购屋津贴
购屋津贴（如果A先生一家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公布后首次
购买组屋，并选择和父母一起购买四房式转售组屋）

– $90,000

总计 超过$23,000 超过$95,000



妻子, 61岁

月入$800

丈夫, 67岁

月入$1,200

家庭B：居住在三房式组屋的年长家庭

家庭人均收入: 每月$1,000

共建更美好未来



2018年：这对年长夫妇可从下列计划中受惠

相关计划 现金和其他补助 公积金相关补贴

医疗津贴
例如终身健保保费津贴、社保援助计划 (CHAS)、在公共医
院和综合诊疗所看病时享有门诊津贴、为期5年的保健储蓄
填补（2014年至2018年）

大约$1,500 $400

乐龄补贴计划 $2,400 –

就业补助计划 大约$2,600 大约$3,900

额外利息（公积金）
首$60,000的公积金存款可获额外1%的利息，首$30,000
公积金存款可再得额外1%的利息(55岁或以上人士）

– $1,800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 现金补助 $600 –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 保健储蓄填补 – $250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 – 水电费回扣 $340

(2019年至2021年：
$360)

–

组屋杂费回扣 大约$100 –

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 $600 –

总计 超过$8,000 超过$6,000



奶奶, 75岁

建国一代
（身患疾病；
无法进行至少
3项日常活动）

丈夫, 48岁

月入$4,000

妻子, 45岁

月入$2,500

女儿, 18岁

初院生

儿子, 15岁

中学生

家庭C：居住在五房式组屋的三代同堂家庭

家庭人均收入: 每月$1,700

共建更美好未来



2018年：三代同堂的家庭C可从下列计划中受惠

相关计划 现金和其他补助 公积金相关补贴

教育储蓄计划
例如：每年为学生填补教育储蓄金户头、颁发教育储蓄
优异助学金（同级学生中品学兼优的首25%）

$990

(2019年增至$1,010)
–

医疗津贴
例如：终身健保保费津贴、社保援助计划 (CHAS)

大约$500 –

建国一代配套
保健储蓄填补、终身健保保费津贴、门诊护理方面的
特别津贴，以及建国一代残疾人士援助计划

大约$2,400 $400

年长者可享有的其他补贴
外籍女佣税务优惠、女佣雇主补贴、乐龄助行基金

至少$3,900 –

额外利息（公积金）
首$60,000的公积金存款可获额外1%的利息
首$30,000公积金存款可再得额外1%的利息
(55岁或以上人士）

– $2,100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现金补助 $300 –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保健储蓄填补 – $350

消费税补助券计划—水电费回扣 $260

(2019,2020和2021年，
每年可得$280) 

–

组屋杂费回扣 大约$160 –

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 $700 –

总计 超过$9,000 大约$3,000



共建
更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