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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新加坡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及启示
———“使优质的学前教育可获得和可支付”

孔令帅，李　 珍
（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近十年来，新加坡政府为提升学前教育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及教育公平和

经济发展，在“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人生起点”愿景的指引下，成立了幼儿培育署和教育部直属幼儿

园，确立了可获得和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育目标；不断提升学前教育服务能力，保障学前教育入学率，逐步提

升所有婴幼儿家庭对于学前教育的可获得性；开展“主要业者计划”“伙伴业者计划”和多项婴幼儿学前教育

资助项目，着重提高低收入婴幼儿家庭对于学前教育的可支付性。 借鉴近十年新加坡学前教育发展经验，我
国应该厘清各级政府责任，完善学前教育支出分担模式和立法工作；激励社会广泛参与，增强学前教育的便捷

性；通过多途径资助低收入家庭，增强学前教育的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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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政府为应对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在国际

排名较低的巨大外部挑战，满足国内婴幼儿的身

心健康发展，捍卫教育公平以及促进本国经济发

展需要，在“为每个婴幼儿提供一个更好的人生

起点”的指引下，于 ２０１３ 年成立了幼儿培育署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ＣＤＡ），
２０１４ 年开办了教育部直属幼儿园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ＭＫ），确立了为所有婴幼

儿提供可获得、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宣布 ５ 年内投入 ３０ 亿新元［１］，用于

发展和改善学前教育，投入的资金通过开展“主
要业者计划”“伙伴业者计划”以及各种婴幼儿资

助项目来提升优质学前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可支付

性；同时，通过提高教师准入标准、加强教师培训

和改善教师待遇来打造合格的幼儿教师队伍、提
升学前教育质量。 通过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和学

前教育机构的努力，新加坡的学前教育政策在提

升教育质量、可支付性、可获得性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
在“中国知网”以“新加坡学前教育政策”为

关键词搜索了近十年新加坡学前教育政策方面的

１８ 篇文献，其中有 １３ 篇文献主要侧重于新加坡

学前教育质量研究，另外 ５ 篇文献集中分析了新

加坡扩大学前教育服务政策，直接涉及到新加坡

学前教育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的研究有 ３ 篇文

献。 其中，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处 ２０１６ 年发

表的《新加坡学前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一文最

具代表性，该文分析和总结了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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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新加坡制定的学前教育政策，包括成立幼儿培

育署、开办教育部直属幼儿园、加大财政投入、改
善师资培养等［１］，但内容囊括性较高、覆盖面较

广，政策内容不够详细和聚焦，缺少对幼儿培育署

和教育部最新学前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 另外两

篇文献聚焦新加坡学前教育资助政策研究，涉及

幼儿园资助计划、儿童保育资助计划和其他资助

计划等［２－３］，但研究内容未提及作为新加坡学前

教育管理机构之一“幼儿培育署”发布的相关政

策内容。 针对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本文主要

以新加坡教育部和幼儿培育署发布的最新学前教

育政策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和总结新加坡政府

在提高学前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方面的经

验，为我国的学前教育普及和普惠性发展提供一

定的借鉴。

一、“可获得和可支付”
的优质学前教育目标的背景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反复在相关政策

和总理讲话中提到为新加坡的婴幼儿提供“可获

得和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育目标。 该目标的提

出是基于两大时代背景。 一是新加坡学前教育发

展水平在国际排名较低的事实引起了政府的极大

关注和重视。 二是为更好地应对婴幼儿身心健康

发展、保障教育公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内需要。
（一）国际压力：新加坡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世

界排名较低

对于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发展而言，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是极为重要的年份。 ２０１１ 年长期关注幼儿

和老人福利的慈善机构“连氏基金”（Ｌｉｅｎ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委托英国“经济学人智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ＩＵ）对全世界 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前

教育状况进行调查［２］。 ２０１２ 年“经济学人智库”公
布了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学前教育水平评估比较报

告《良好开端：全球早期教育基准》（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报

告中清晰呈现了 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水平的

总体排名和 ４ 个子领域（社会背景、可支付性、可获

得性和质量）的排名。 其中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发展

总体水平在参与调查的 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２９ 名，可获得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排名第 ２１ 位、可支付

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排名第 ２５ 位、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排名

第 ３０ 位［２］。 显然，排名与新加坡经济地位不匹

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可
提供的学前教育水平可获得性更高、可支付性更

好、质量更佳。 排名公布后，“连氏基金”迅速给

新加坡政府提供了汇集 ２７ 名教育专家意见的《给
重要幼年的重要意见》报告书［１］。 两份报告书，
拉开了新加坡政府大力改善学前教育部门发展的

序幕。
（二）国内需求：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教育

公平和经济发展

国际压力为新加坡近 １０ 年的学前教育改革

带了巨大的外部动力，但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强对

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更多的是

为满足国内婴幼儿的身心健康、教育公平发展和

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１．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婴幼儿保育和教育对于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

展、生活技能的掌握、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等方面

都起着关键性作用，能为婴幼儿未来的发展打下

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仁川宣言》
鼓励国家和捐助者对幼儿早期进行投资，提出

“提供至少一年的免费和义务学前教育，所有的

婴幼儿都需要高质量的保育和教育服务，不论其

性别、种族、宗教或社会经济地位” ［４］。
２００９ 年新加坡教育部对拥有 １５ 岁以下孩子

的家庭开展了一项调查，发现随着新加坡经济的

发展，双职工父母的数量越来越多，且父母的工作

时间也越来越长，一周内父母用于陪伴孩子时间

平均只有 ２．８ 小时和 ４．６ 小时［５］（Ｐ１８５－２１５）。 为了解

决婴幼儿成长和发展的需要与父母陪伴时间不断

缩短之间的矛盾，增加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和种

类势在必行。
２．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

新加坡的学前教育长期主要由社会团体、宗
教组织和私人业者经营，不列入全国教育体系。
它主要是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运行的商业行业，
强调自由市场、商业竞争、消费者选择和最小的政

府干预［６］（Ｐ４７－６０）。 因此，新加坡政府历年来都是

以宽松的方法来参与学前教育管理，并表示为满

足不同婴幼儿的教育需求，鼓励不同学前教育机

构创新化办学，政府不会将学前教育完全国

有化［５］（Ｐ１８５－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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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于市场体制下的学前教育，让新加坡拥

有不同收入家庭中的婴幼儿拥有完全不同的学前

教育现状。 一方面，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花大量

资源让孩子接受多样化、特色化的学前教育课程

和项目；而另一方面，普通家庭或者低收入家庭却

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基础性学前教育费用。 如果

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这两者的差距会随着家庭

收入的变化而不断拉大，将会直接损害部分婴幼

儿的受教育公平。 长久如此，势必会损害奠定整

个新加坡社会发展根基的精英教育体系，影响社

会公平、动摇社会稳定。
３．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能为经济和社会带来可观

的回报。 有证据表明，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

上多投入 １ 美元，就能获得 ６－１７ 美元的回报［７］。
首先，学前教育经验会影响婴幼儿未来的学习、工
作、收入等，对婴幼儿的保育和教育的投资有助于

发展人力资本以及减少公共卫生、犯罪等领域的

社会成本［８］。 其次，学前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婴

幼儿家庭中的母亲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促进

经济增长。 在经济回报理论的支持下，婴幼儿的

保育与教育已然成为许多国家的优先事项。
对于自然资源极其有限的新加坡而言，政府

始终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经济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５］（Ｐ１８５－２１５）。 新加坡政府在 “精英教

育”治国理论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建立了世界一

流的正规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职业道

德、务实精神、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以促进经济发

展。 教育部门每隔几年就会宣布重大的教育措

施，并不断对其进行审查，以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

国民期望来调整教育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政府

政策［５］（Ｐ１８５－２１５）。 虽新加坡学前教育不在正规教

育体系之列，但是政府尤为重视学前教育发展。
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公布的新加坡学前教育水平在国

际排名较低的事实，为新加坡政府学前教育发展

敲响了警钟。
综上，为保障给每一位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

展、促进教育公平和经济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提

升新加坡学前教育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集会上宣布新加

坡政府将会成立新的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加大对

弱势学生群体的资助，提升教师素养，投入更多资

源为新加坡婴幼儿家庭提供人人都可获得和可支

付的优质学前教育［１］。

二、确立“可获得和可支付”
的优质学前教育目标

　 　 结合《良好开端》报告中对“可获得性、可支

付性和质量”的描述，以及新加坡政府（总理讲

话）、幼儿培育署和新加坡教育部多次提到的相

关政策，本文学前教育的“可获得性”指的是一个

国家的学前教育发展中是否存在入园难的问题，
具体体现在政府保障学前教育机构服务能力和学

前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两个方面；“可支付

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学前教育发展中是否存在

入园贵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

入、对学前教育机构和对处境不利婴幼儿家庭的

补贴和支持上；“优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学前教

育发展的质量水平，主要体现在学前教育机构中

师生比、课程指导和教师培养等方面。 以 ２０１３ 年

幼儿培育署的成立以及 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直属幼儿

园的开办为标志，在共同愿景“为所有的婴幼儿

提供一个良好的人生起点”的指引下，“为所有的

新加坡婴幼儿提供可获得、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

育”在新加坡全国范围内确立。 随着教育部直属

幼儿园的成立，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囊括了所有为

７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面的保育和教育服务项

目，包括为两个月至 ６ 岁婴幼儿提供的托儿所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服务、为 ２－６ 岁幼

儿提供的幼儿园（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服务以及为 ５－６
岁幼儿提供的教育部直属幼儿园（ＭＯＥ Ｋｉｎｄｅｒ⁃
ｇａｒｔｅｎｓ）服务。

（一）幼儿培育署的成立

在 ２０１３ 年幼儿培训署成立之前，新加坡托儿

所一方面由社会和家庭发展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ＳＦ）颁发执照，并根据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托儿所法案》进行管理，托儿所的

主要责任是尽可能提供数量充足的托管服务来满

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另一方面，幼儿园在教育部

注册，并根据 １９５８ 年颁布的《教育法》进行管理，
教育部对幼儿园的责任主要集中在满足幼儿的学

习需求，重点是提高课程和课堂教学质量［９］。 因

此，托儿所和幼儿园发展所依托的管理机构、法律

法规、拨款和资助渠道等的不同，导致了分裂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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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学前教育治理体系。
为改变这一状况，新加坡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成立了幼儿培育署，它是由教育部、社会和家

庭发展部联合监督的自治机构，隶属于社会和家

庭发展部。 作为新加坡新的学前教育部门的监管

和发展机构，它主要负责监督托儿所和幼儿园所

有 ７ 岁以下婴幼儿的成长和发展。 其愿景是让每

一个婴幼儿都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起点，即为新

加坡所有的婴幼儿提供优质的保育和教育，以获

得积极的早期童年体验，为其全面发展和终身学

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提供资

源、制定规范和实施质量评估等措施，提升学前教

育质量；促进婴幼儿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持续专业

发展；统筹规划支持学前教育部门发展的基础设

施和人力资源；提供补助和津贴，确保国民尤其是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能够获得优质且可负担

的学前教育；进行公众教育和外联活动，以提高家

长对婴幼儿发展的认识和支持，从而提升学前教

育入学率等 ［１０］ 。
为了进一步统一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发展，加

强学前教育的质量及可支付性和可获得性，幼儿

培育署根据 ２０１８ 年生效的《幼儿发展中心法案》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Ｂｉｌｌ），对所有

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进行统一管理。 它为新加坡学

前教育发展提供新的监管框架，为婴幼儿提供更

有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服务，为托儿所和幼儿园

制定更清晰、更和谐的发展目标［１０］。 新加坡在立

法的基础上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来监管托儿所

和幼儿园的发展，极大保障了婴幼儿保育和教育

的一致性和质量。
幼儿培育署的成立及发展对新加坡的学前教

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自成立以后，其领导

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共同目标就是为所有的新

加坡婴幼儿，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的

婴幼儿，提供可获得、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育。
（二）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开办

在 ２０１４ 年之前教育部只是所有幼儿园的监

管者，不参与直接办学。 但为了给更多的新加坡

家庭提供可以负担的、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并希望

能够通过与其他学前教育机构分享教育部自身开

发课程资源和传播最佳教学实践，为整个新加坡

的学前教育部门做好示范带头工作，从 ２０１４ 年开

始，教育部也作为幼儿园的直接提供者，着手开办

教育部直属幼儿园，为 ５ － ６ 岁幼儿提供教育

服务。
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愿景是为每一个幼儿提

供强有力的人生起点。 其主要职责是：为新加坡

公民提供优质且可负担的学前教育，通过综合性

学习培养全面发展的幼儿，加强与家庭和社区组

织的合作以丰富幼儿的学习体验［１１］。 尤为值得

关注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２０１７ 年宣布，教
育部到 ２０２３ 年将开办 ５０ 所幼儿园，政府在学前

教育领域的年度支出将在 ２０２２ 年翻一番，达到

１７ 亿美元。 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 １ ／ ３ 学位保留

给家庭月总收入不超过 ３ ５００ 新元或人均月收入

不超过 ８７５ 新元的低收入家庭。 同时，教育部直

属幼儿园旗下的幼儿园护理（Ｋｃａｒｅ）项目提供周

一到周五早上 ７ 点到晚上 ７ 点的全天式幼儿园护

理服务，并提供每月 １５０ 新元的护理基础补

贴［１１］。 虽然目前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数量不多，
但在为所有学前教育部门树立关注学前教育质量

和公平的标杆方面，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幼儿培育署和教育部直属幼儿园的成立标志

着新加坡的学前教育部门形成了统一的学前教育

发展目标：为新加坡所有的婴幼儿提供可获得和

可支付的优质学前教育。 “可获得和可支付”的

学前教育目标是保障所有新加坡婴幼儿获得优质

学前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优质”学前教育目标是

学前教育发展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

三、逐步提升所有婴幼儿家庭

对于学前教育的可获得性

　 　 优质的学前教育是以良好的教育机会为前提

的。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幼儿培育署和新加坡教

育部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婴幼儿家庭对学前教

育的“可获得性”逐渐得到增强，主要体现在新加

坡的学前教育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并通过多种

途径提升学前教育各阶段婴幼儿的入学率。
（一）不断提升学前教育服务能力

目前新加坡共有 ６４８ 家托婴所、１ ５３８ 家托幼

所、新加坡学前教育认证框架（ ＳＰＡＲＫ）认证的

９８５ 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部的 ２８ 家幼儿园

（详见表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不同类型的托儿所数、总学位数和招生总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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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扩张且总学位数远远大于招生数，这表明学

前教育的可获得性有所提高。 教育部直属幼儿园

数量也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 日教育部首次

开办了 ５ 家幼儿园，２０１６ 年增至 １５ 家，２０２０ 年已

有 ２８ 家，到 ２０２５ 年至少会建成 ６０ 家，教育部直

属幼儿园的开办能为家长提供更多可负担的学前

教育场所。 这将会大大提高学前教育的可获得

性，给婴幼儿家庭带来更多的选择性和便利性。

表 １　 新加坡不同类型学前教育机构的总数、学位数和招生数（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学前教育机构类型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上半年

类型 Ａ （托婴所）

总数（所） ４７１ ５１２ ５７８ ６２９ ６４８

总学位数（个） ７ ０１７ ７ ６２８ ８ ９６９ ９ ６９５ １０ ２０１

总招生数（人） ４ ２５０ ４ ７７６ ５ ３６４ ６ ２９２ ６ ６９２

类型 Ｂ（托幼所）

总数（所） １ ３２４ １ ３８９ １ ４７９ １ ５３２ １ ５３８

总学位数（个） １２８ ２０７ １３９ ３５９ １５６ ９５０ １６６ ２３５ １６９ ７８５

总招生数（人） １０１ ９０５ １０９ ５４２ １１８ ２９６ １２４ ５５９ １１９ ８４５

类型 Ｃ（幼儿园）

总数（所） ４８０ ４７１ ４３５

总学位数（个） ５５ ３５９ ５２ １８６ ４５ ７９４

总招生数（人） ６５ ３０６ ６０ ９６７ ５８ ２０４
暂无数据

类型 Ｄ （ＳＰＡＲＫ 认证

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所）
５６８ ７９０ ８７９ ９４８ ９８５

类型 Ｅ （教育部

直属幼儿园，所）
１５ 逐步增长 ２８

　 　 数据来源：ＥＣＤＡ．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ｄａ．ｇｏｖ．ｓ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 Ｐａｇ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二）保障婴幼儿的学前教育入学率

２０１５ 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ＰＩＳＡ）报告显示，
新加坡各年龄段学前入学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中

各国的平均水平［１２］。 在过去三年里，超过 ９０％的

新加坡 ５－６ 岁幼儿进入了学前教育。 到 ６ 岁时，
接近 ９９％的新加坡幼儿有学前教育经历［１３］。 新

加坡良好的学前教育入学率是政府持续努力的结

果。 同时，新加坡政府正在努力提升每个年龄段

的婴幼儿学前教育入学率。
第一，开展学前教育推广计划（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ｕｔ⁃

ｒｅａ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旨在鼓励低收入家庭送婴幼儿

进入学前教育机构。 工作人员会帮助家庭寻找可

负担的学前教育机构、指导家庭注册学前教育机

构、准备申请补贴的文件、帮助解决任何在办理入

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１４］。

第二， 出 台 《 幼 儿 产 业 转 型 图 》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ＩＴＭ ）。
２０１８ 年，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为改革学前教

育领域、引导学前教育产业向创新和高生产力方

向发展制定了新的路线图，以便更好地满足对优

质学前教育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它主要包含以

下 ３ 个部分：（１）创新服务模式。 试点的学前教

育机构采用共享服务模式为婴幼儿提供公用空

间，提高婴幼儿服务空间的使用率，能让学前教育

机构拥有更多的学位名额。 （２）简化工作流程。
由合格供应商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智能解决方案

（ＳＭＡＲ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协助和减少教师的行政工

作量，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孩子的学习和发

展，并与家长保持良好沟通；减少学前教育机构管

理成本，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的生产力。 （３）吸

７２１

近十年新加坡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及启示———“使优质的学前教育可获得和可支付”



引更多本地人加入学前教育领域。 幼儿培训署通

过各种努力，吸引更多的本地人，如处于职业生涯

中期的专业人士、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和老年人，
加入到学前教育领域，为学前教育提供各种力所

能及的服务［１５］。
第三，开发“学前教育搜索门户－家长门户”

官方网站和《托儿所－家长指南》。 前者旨在加强

家长与学前教育机构的紧密合作关系，２０１８ 年开

始婴幼儿家长可以在该网站上输入家庭住址、邮
政编码或学前教育机构名称，就可以查询到附近

学前教育结构的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类型、费用、
学位空缺、营业时间等，然后提交自己的“兴趣选

项”。 如果家长选择的学前教育机构有空缺学

位，机构就会联系家长，进一步确认相关信息［１６］。
后者旨在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婴幼儿自身的特

点，托儿所的课程、教师、资助问题，家长在婴幼儿

成长领域扮演的角色等［１７］。 搜索门户和家长指

南的开发与运用有效地帮助婴幼儿家长选择适合

自己家庭的学前教育机构。

四、着重提高低收入婴幼儿家庭

对于学前教育的可支付性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为所有婴幼儿家庭，尤其

是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的优质学前教育的机

会，提高学前教育的可支付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新加坡政府开展“主要业者计划” “伙伴业者

计划”来规范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收费，同时，为其

运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提供资助，并开展各项学

前教育资助计划帮助低收入婴幼儿家庭提升学前

教育的可支付性。
（一）开展“主要业者计划”和“伙伴业者计划”
１．“主要业者计划”
“主要业者计划”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ＯＳ）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为挑选出来的主要业

者运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提供资金支持，以增加

弱势家庭婴幼儿获得高质量和可负担的保育和教

育的机会。 该计划由幼儿培育署分管，入选的主

要业者任期为 ５ 年。 目前有 ５ 家主要业者，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它们共运营约 ５７０ 家托儿所和幼儿

园，招收了 ６０ ３００ 名新加坡公民婴幼儿。 主要业

者运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会获得以下支持：维持

全日制托幼服务、全日制托婴服务及幼儿园每月

学费上限分别为 ７２０ 新元、１ ２７５ 新元及 １６０ 新

元，确保父母能够负担得起任何费用的增长；投资

改善婴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质量；为学前教育的专

业人员提供持续专业发展和职业晋升的机会［１７］。
新加坡不断增强和完善该计划，以提高服务的持

续性和可支付性，如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起，全日制托

幼服务学费有较大程度的降低（详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起 “主要业者计划”下

全日制托幼服务学费（单位：新元）

家庭月总收入
Ａ 家庭

３ ０００
Ｂ 家庭

５ ０００
Ｃ 家庭

８ ０００
Ｄ 家庭

１２ ０００

补助增加前所付学费 ７０ ３７０ ４７０ ４７０

补助增加后所付学费 ３ １３０ ２８０ ３９０

　 　 资料来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ｉｓ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ｓ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ｏｗ－ｉｓ－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ｍｏｒｅ－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２．“伙伴业者计划”
“伙伴业者计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ＰＯＰ）是由幼儿培育署为其挑选的合格伙伴业者

运营的托儿所提供拨款支持，通过降低学费上

限以改善托儿所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支付性和

质量，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该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开始实施，入选的伙伴业者任期 ５ 年（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为第一任期）。 幼儿培育署最新公布了

由 ２９ 家伙伴业者运营管理的新一任 ３２４ 家托儿

所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为第二任期），数量比当前多

出 ３０％。 新一期计划预计会让超过 ２．７ 万名婴

幼儿受益，受益的婴幼儿比现行的计划多出

７ ０００名。 新一任伙伴业者运营的托儿所将会在

以下方面获得资助：学费上限较上一任期会明

显减少，能获得额外补贴的家庭月总收入上限

从 ７ ５００ 新元提高到了１２ ０００新元，所有符合条

件的收入阶层的补贴金额也都有所增加，确保

父母能够负担得起任何费用的增长［１７］ 。 而且，
伙伴业者运营的托儿所分布在新加坡各地，为
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极大的便利性和不断

增强的可支付性。
（二）针对婴幼儿家庭的经济资助政策

新加坡政府通过提供各种资助来维持学前

教育在婴幼儿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内，尤其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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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低收入家庭婴幼儿获得优质学前教育的机

会，让每个孩子的人生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加坡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资助措施，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１．基础补助和额外补助

凡是在幼儿培育署认证的托儿所上学的新

加坡籍婴幼儿都可以获得基础补助或额外补助

（Ｂａｓｉｃ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基础补

助和额外补助金额都是由婴幼儿父母（申请人）
的就业状况、家庭总月收入及婴幼儿所报读的

托儿所项目类别所决定；基础补助金额在 １５０－
６００ 新元之间不等，额外补助金高达 ７１０ 新元，
自付额低至 １ 新元。 每月工作至少 ５６ 小时的母

亲或单亲父亲或家庭月总收入为 １２ ０００ 新元及

以下或人均月收入为 ３ ０００ 新元及以下的大家

庭（至少有 ５ 个家庭成员，且至少 ３ 人没有收入

来源） 可以申请额外补助。 补助金会直接拨给

托儿所抵做部分学费。 剩余学费家长可以直接

缴纳，也可以用婴儿奖金计划中的现金礼物或

者儿童发展账户①中的余额来抵扣。 对于有家

庭困难的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已经接受了基础

补助和额外补助之后仍然有困难支付学费的家

庭可以申请财政援助或一次性启动补助金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Ｇｒａｎｔ），以支付婴幼儿进入托儿所的初

始费用［１８］ 。
２．幼儿园资助计划

幼儿 园 资 助 计 划 （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ＫｉＦＡＳ）由幼儿培训署提供，适
用于主要业者运营的幼儿园和教育部直属幼儿

园。 该资助同样是基于婴幼儿父母经济状况调

查，适用于家庭月总收入为 １２ ０００ 新元及以下或

人均月收入为 ３ ０００ 新元及以下的大家庭中的新

加坡籍婴幼儿，资助范围在 ２１－１７０ 新元不等，自
付额低至 １ 新元（详见表 ３），低收入家庭将得到

更多的帮助。 补助金会直接拨给幼儿园抵做部分

学费。 剩余学费家长可以直接缴纳，也可以用婴

儿奖金计划中的现金礼物或者儿童发展账户中的

余额来抵扣。 除此之外家庭月总收入低于 １ ９００
新元或人均月收入低于 ６５０ 新元的家庭可以申请

ＫｉＦＡＳ 初期补助金，可以用于支付幼儿入园初期

费用， 如 注 册 费、 押 金、 校 服、 保 险 费、 教 材

费等［１９］。

表 ３　 幼儿园资助计划资助金额（单位：新元）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最高资助 自付额

３ ０００ 及以下 ７５０ 及以下 １７０ １

３ ００１－４ ５００ ７５１－１ １２５ １５６ １５

４ ５０１－６ ０００ １ １２６－１ ５００ １１１ ６０

６ ００１－７ ５００ １ ５０１－１ ８７５ ９１ ８０

７ ５０１－９ ０００ １ ８７６－２ ２５０ ７１ １００

９ ００１－１０ ５００ ２ ２５１－２ ６２５ ５１ １２０

１０ ５０１－１２ ０００ ２ ６２５－３ ０００ ２１ １５０

１２ ０００ 以上 ３ ０００ 以上 不适用

　 　 资 料 来 源： ＥＣＤＡ．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Ｐａｇｅｓ ／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ｐｘ＃ＫＩＦＡＳ．

３．幼儿培育辅助计划

幼儿培育辅助计划（ＫｉｄＳＴＡＲＴ）于 ２０１６ 年开

始实施，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婴幼儿拥有一个良

好生活开端。 该计划适用于家庭月总收入 １ ９００
新元及以下或人均月收入为 ６５０ 新元及以下（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起，家庭月总收入上限已提高到２ ５００
新元）的婴幼儿家庭。 幼儿培育署与社会服务办

公室、家庭服务中心和医院等主要伙伴合作，确定

并联系那些能从该计划中受益的孕妇和有婴幼儿

的家庭，并为其提供家访（Ｈｏｍｅ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幼儿

培育辅助计划游戏班（ＫｉｄＳＴＡＲＴ Ｇｒｏｕｐｓ）、“和孩

子一起成长倡议” （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Ｋｉｄ⁃
ＳＴＡＲＴ）等服务［１９］。

４．婴儿奖金计划和育婴补贴

婴儿奖金计划（Ｂａｂｙ Ｂｏｎｕｓ Ｓｃｈｅｍｅ）是 ２０１５
年新加坡国庆集会和 ２０１６ 年政府预算中宣布的

婚姻和生育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有助于减轻

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之后出

生的婴幼儿可以获得高达 ２．２ 万新元的婴儿奖金

福利，包括 １ 万新元的现金礼物和 １．２ 万新元的

政府补助金［２０］。
育婴补贴（Ｂａｂ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ａｎｔ）是新加坡政府

在婴儿奖金计划现金奖励之外，给予为人父母者

的额外补贴。 凡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出生，符合条件获得婴儿奖金计划的新加

坡籍新生儿，皆可获得育婴补贴。 这项计划可惠

及家庭月总收入不超过 ４ ５００ 新元、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还在接受学前教育额外补助的、且报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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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旗下的 ５７ 所幼儿园的 １ ３００ 名婴幼儿［２１］。

五、对我国发展学前教育的启示

自 ２０１０ 年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公益普惠成为我国学前教

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２０１２ 年公布的国际学

前教育发展水平比较报告《良好开端》中显示中

国的学前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和 ４ 个子领域的排名

都比较靠后。 基于与新加坡学前教育发展有同样

的价值追求，近十年来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

展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入学率有显著提升。 总体

来看，现阶段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其

公益性和普惠性依然不够，“入园难、入园贵”依

然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政府

对学前教育总财政投入不足、成本分担不合理、省
际 ／城乡 ／园际之间的资源不均、学前教育信息系

统建立不完善、弱势儿童教育公平得不到保障等

问题。 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其学前教育在发展

模式、管理特点、发展水平方面与我国有很大的不

同，新加坡政府在提高优质学前教育可获得性和

可支付性方面的政策对完善我国学前教育政策、
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启示。

（一）厘清各级政府责任，完善学前教育支出

分担模式

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公

共部门应该是学前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有责任有

义务向社会公众提供学前教育服务［２１］。 政府财

政应该给予学前教育足够支持，保证学前教育事

业的健康高效发展。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中就提出了“加强党对学前教育工

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省级统筹，充分发挥市级区域

中心作用，落实县级主体责任”的学前教育发展

治理格局。 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

负主体责任，主要依赖乡镇政府的作用。 而当前

我国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就会导致经济发

达地区县级政府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能力较好，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经费支出能力自然较

弱。 这一核心问题引起了一系列学前教育发展问

题，如省际、城乡、园际之间的学前教育资源不

均衡。
新加坡在 ２０１３ 年幼儿培育署成立之前，托儿

所和幼儿园受不同的部门分管，不仅婴幼儿的培

养目标不同，财政资源也不尽相同。 但幼儿培育

署成立以后，依据《幼儿发展中心法案》来协调、
监管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明确，统筹规划资源投

入，为所有的新加坡婴幼儿提供优质、可获得、可
支付的学前教育。 从中可以看出，有法治保障的

高级别政府的统筹管理和资源投入是学前教育健

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可以采取“省级统筹，以

县为主”的分担模式，实现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

和财政主体“双上移” ［２１］。 提升各级政府对于学

前教育事业公益性的认识，并落实到各项政策制

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去。
（二）激励社会广泛参与，增强学前教育服务

的便捷性

２０１９ 年，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达到 ８３．４％，
离《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的“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８５％”还有距离。 我国 ２０１６ 年初实行二孩

政策，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学前教育阶段的适龄幼儿

出现大幅度增长，到 ２０２１ 年达到顶峰［２２］。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我国开始实施三孩政策。

为了能够给所有婴幼儿提供便捷的学前教育

服务，首先，各级政府要确认学前教育需求，统筹

规划需要提供的学前教育机构数量。 其次，各级

政府要发动社会各层级的力量，利用各地区的不

同资源为婴幼儿提供不同形式的全日制、半日制、
弹性时间制的婴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丰富学前

教育服务供给。 如利用社区、村庄或者利用小学

中的闲置资源为家庭提供幼儿护理和教育服务。
这样的共享服务模式可以为婴幼儿提供公用空

间，提高学前教育服务空间的使用率。 再次，各级

政府可开展学前教育推广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

重要性的宣传，鼓励低收入家庭认识到学前教育

的价值，并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前教育服

务工作，如退休的育儿专家、条件允许的家庭主

妇、自由职业者和任何对学前教育感兴趣的愿意

贡献自己的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人群。 最后，
为帮助婴幼儿家庭更全面地了解周边学前教育机

构，并挑选出适合自己家庭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

借鉴新加坡幼儿培育署设立的“学前教育搜索门

户－家长门户”官方网站和“托儿所－家长指南”等
服务经验，建立我国学前教育相关信息网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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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如官方网站、手机软件、电话咨询热线等，帮助

家长充分获悉学前教育机构分布地点、类型、费用

等信息。
（三）多途径资助低收入家庭，增强学前教育

服务的普惠性

新加坡学前教育资助有针对性强、种类多、受
益范围广、分类性强等特点，保障所有的婴幼儿家

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对于学前教育的可支付性。
首先，资助体系是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基础上

对低收入家庭倾斜，只要低收入家庭能够提出合

乎程序的申请，不仅可以获取婴幼儿学前教育费

用资助，也可以获得婴幼儿抚养方面的帮助。 其

次，幼儿培育署和社会服务办公室、家庭服务中

心、医院、企业等合作，能够识别出在婴幼儿成长、
保健和营养领域需要帮助的婴幼儿家庭，为婴幼

儿的成长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网络。
由此，我国政府可以建立和不断完善家庭背

景信息库，其中包括婴幼儿个人档案、家庭经济状

况（尤其是父母工资水平）、家庭支持情况（祖父

母劳动能力）等。 通过各种途径，比如通过人力

资源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学前教育服务机构、居
委会 ／村委会、医院等收集家庭和婴幼儿信息，建
立大数据网络，以识别社会经济条件不利的婴幼

儿，旨在让学前教育资助更加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识别出需要帮助的婴幼儿和家庭后，在为婴幼儿

提供分类多样的财政援助的同时，可以激励社会

采用多种途径为婴幼儿提供营养、保育和教育方

面的帮助，减轻家庭的育儿压力。 如社区医院可

以为周边婴幼儿提供力所能及的免费健康检查，
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将婴幼儿信息录入到

数据库系统；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参与社区或者学

前教育机构举办的游戏活动，了解自己孩子的特

点并学习培育孩子的专业知识；为经济条件较差

家庭或者无工作的父母提供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

服务等。

注释：
①　 儿童发展账户（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ＤＡ）是一个特殊

的储蓄账户，适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之后出生的新加坡籍

婴幼儿。 婴幼儿父母有多达 １２ 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孩子储蓄

儿童发展账户，父母可使用账户中的储蓄支付子女的教育及

医疗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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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Ｌｉｍ Ｍ Ｙ Ｓ， Ｌｉｍ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Ｎ． Ｒａｏ （Ｅｄ．）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２０１７．

［６］ 　 Ｎｇ Ｐ． 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 Ｊｏｎｅｓ Ｍ．， Ｈａｒｒｉｓ Ａ． （ ｅｄ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Ｍ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０．

［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４－１１）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８２７５８１４６８１８９５７５７２０ ／ ｐｄｆ ／ ９８４４８ － ＲＥＶＩＳＥＤ －

ＰＵＢＬＩＣ－ ０３ － ＷＢ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ＥＣＤ － ０４１１１６ －

ｐｒｉｎｔ．ｐｄｆ．

［８］ 　 Ｗｕ Ｓ ， Ｐｅｒｉｓａｍｙ Ａ ． Ｉｎｆａｎｔ－ｔｏｄｄｌｅｒ ｃａｒ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２）：１７５

－１９６．

［９］ 　 Ｔａｎ， Ｔｉｎｇ Ｃ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１－２２．

［１０］ 　 ＥＣＤＡ．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ｐａｇｅｓ ／ 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ｓｐｘ，．

［１１］ 　 ＭＯＥ． ＭＯ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ｔａ． ｍｏｅ． ｇｏｖ． ｓ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ＭＯＥ－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２１．ｐｄｆ．．

［１２］ 　 ＯＥＣＤ．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ｔ Ａｇｅ １５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２８）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ｏｆｆｉ⁃

１３１

近十年新加坡学前教育政策分析及启示———“使优质的学前教育可获得和可支付”



ｃｉ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ｐｄｆ ／ ？ ｃｏｔｅ ＝ ＥＤＵ ／

ＷＫＰ％２８２０２０％２９２＆ｄｏ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

［１３］ 　 ＭＳ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ｅ －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１５）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ｓｆ． ｇｏｖ． ｓｇ ／ ｍｅｄｉａ ｒｏｏｍ ／ Ｐａｇ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ｏｎ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ｎｏｔ－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ｓｐｘ．

［１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ｉｓ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６－

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ｓ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ｏｗ － ｉｓ －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ｂｅｉｎｇ－ｍａｄｅ－ｍｏｒｅ－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１５］ 　 ＭＳ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 Ｇｉｖｅ Ｅｖｅｒｙ Ｃｈｉｌｄ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ｒｔ Ｉｎ Ｌｉｆ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７） ［２０２０－１２－

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ｓｆ． ｇｏｖ． ｓｇ ／ ｍｅｄｉａ － ｒｏｏｍ ／ Ｐａｇｅｓ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 ｓｅｃｔｏｒ － ｔｏ － ｇｉｖｅ － ｅｖｅｒｙ －

ｃｈｉｌｄ－ａ－ｇｏｏ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ｌｉｆｅ．ａｓｐｘ．

［１６］ 　 ＥＣＤＡ．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ｒｔａｌ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０１）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Ｐａｇｅｓ ／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 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ｏｒｔａｌ．ａｓｐｘ＃ＰＳＰ．

［１７］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ＯＰ）［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ｄａ．ｇｏｖ．ｓｇ ／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ＯＰ．ａｓｐｘ，．

［１８］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０１） ［２０２１－ ０１－ １５］．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２０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Ｓｕｂｓｉｄｙ％２０ｆｏｒ％２０ＩＣ＿ＣＣ．ｐｄｆ，．

［１９］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ＫｉｄＳＴＡＲ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０５） ［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ｄａ． ｇｏｖ． ｓｇ ／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Ｐａｇｅｓ ／ ＫｉｄＳＴＡＲＴ．ａｓｐｘ．

［２０］ 　 ＭＳ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Ｓａｖｉｎｇｓ （ Ｂａｂｙ Ｂｏｎｕｓ） Ｓｃｈｅｍ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７－０１） ［２０２０－１２－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ｖａ．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ｇｏｖ． ｓｇ ／

ｃｆｐ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ｐａｇｅｓ ／ ｍｓｆ ／ ｂｂ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ｆａｑ．ａｓｐｘ．

［２１］ 　 罗　 津．我国学前教育中的政府职责研究［Ｄ］．北京：中央

民族大学，２０１３．

［２２］ 　 教育部．今年能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８０％的目标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２－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ｆｂｈ ／ ｌｉｖｅ ／ ２０２０ ／ ５２７６３ ／ ｍｔｂｄ ／ ２０２０１２ ／ ｔ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

５０４７０４．ｈｔｍｌ．

“Ｍａｋ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ｓｈｕａｉ， ＬＩ Ｚ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ｓ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ｓｅｔ ｕｐ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ＣＤＡ） ａｎｄ ＭＯ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ａｒｔ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ｃｈｉ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ｓ． Ｔｈｅ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ｖｉａ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ｗｉ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 ＥＣＤＡ ）；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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