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套和
规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0%公司税回扣

●个人所得税及
杂费与租金回扣

●削减特级公务员
薪金

2001年九一一事件
2000年全球科技股泡沫破灭

●推行经济与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

●减低公司营业
成本

●扩大技能提升
计划

●推动本地企业
发展

●协助房地产业

●提前建设必要的
基础设施

●工人培训

●援助低收入者和
失业者

2003年沙斯疫情

●帮助旅游和交通
业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20年冠病疫情

●增加对本地企业
信贷支持，为银
行注入放贷信心

●提升雇员技能和
受雇力

●保住国人饭碗

●刺激银行放贷

●增强企业的现金
周转与竞争力

●为家庭提供经济
援助

●扩大公共部门基
础设施开支

动用49亿元 寻求动用170亿元

●薪金补贴

●税金和租金回扣

●贷款计划

●帮助家庭应付生
活费

●协助航空业、旅游
业、餐饮业、文化
艺术领域、点对点
载客服务

●调高可获补贴的
薪金顶限和补贴率

●为自雇人士提供
收入补贴

●提供多项回扣和
租金减免

重点措施

动用
储备金

转危为机　新加坡配套

20亿元 105亿元 22亿元 113亿元 2亿3000万元 10亿元 29亿元 205亿元 64亿元 480亿元超过

2003年4月
推出沙斯援助配套

2003年8月
推出援助配套

2008年11月
推出扶助配套

2009年1月
推出振兴配套

2020年2月
拨款

2020年3月
推出坚韧团结配套

2001年10月
推出解决经济衰退
配套

2001年7月
推出缓和经济衰退
冲击配套

1998年11月
推出削减成本配套

1998年6月
推出促进经济配套

●允许国人动用公
积金特别户头存
款，确保国人有
能力偿还房贷

●援助失业人士和
低收入家庭

●帮助本地中小企
业及建筑业、
旅游业和
交通业者

●租金回扣

●房地产税回扣

●建设经济基础设
施加强竞争力

●协助房地产业、
金融业和酒店业

●协助企业融资和
员工提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