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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拨款

4.1：联邦政府在各大马计划宣布的各源流小学发展拨款数额

大马计划 国小 华小 淡小 合计

第6大马计划

(1991-1995年)

1,133,076,000

(89.72%)

102,726,000

(8.14%)

27,042,000

(2.14%)

1,262,844,000

(100%)

第7大马计划

(1996-2000年)

1,027,167,000

(96.54%)

25,970,000

(2.44%)

10,902,000

(1.02%)

1,064,039,000

(100%)

第8大马计划

(2001-2005年)

4,708,800,000

(96.10%)

133,600,000

(2.73%)

57,600,000

(1.17%)

4,900,000,000

(100%)

第9大马计划

(2006-2010年)

4,598,120,000

(95.06%)

174,340,000

(3.60%)

64,840,000

(1.34%)

4,837,300,000

(100%)

第10大马计划

(2011-2015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1大马计划

(2016-2020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2大马计划

(2021-2025年)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资料来源：董总据国会问答、教育部统计报告、各大马计划书和新闻剪报整理。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答马

六甲市国会议员林冠英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数额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希山慕丁于2005年3月31日书面回答蕉赖

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1/04/2005星洲日报。04/04/2005南洋商报）
(3)	 2006年3月31日，时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9大马计划（2006-2010

年）时指出，小学发展拨款总额是48亿3,730万令吉，同时将增建180所小学。2006年4月
13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诺奥马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丹绒区国会议员曹观友的提问时表示，
华小和淡小的发展拨款分别是1亿7,434万令吉和6,484万令吉。

(4)	 2010年6月10日，首相纳吉在国会下议院提呈第10大马计划（2011-2015年），没有公
布各源流小学的发展拨款数额。

(5)	 时任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在2010年10月10日召开的马华第57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透露，华小
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为3亿2,500万令吉。

(6)	 政府通过第一和第二经济振兴配套及其他方式，将华小在第9大马计划的发展拨款从起初
的1亿7,434万令吉，增加至3亿2,500万令吉。这包括：
(a)	 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第一经济振兴配套，拨出2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

宗教学校，各类学校获得5,000万令吉，作为维修学校用途。
(b)	 政府在2009年3月推出第二经济振兴配套，拨出3亿令吉给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和

宗教学校，以改善学校设备；其中9,500万令吉供增建7所华小和搬迁13所华小。
(7)	 政府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在第10至第12大马计划下的发展拨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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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联邦政府在各大马计划宣布的各源流小学发展项目的数量

大马计划 国小 华小 淡小 合计

第6大马计划 884 817 294 1,995

第7大马计划 753 50 23 826

第8大马计划 924 37 16 977

第9大马计划 1,611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0大马计划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1大马计划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第12大马计划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资料来源：董总据国会问答及会议记录、新闻剪报、教育大蓝图整理。
(1)	 第6和第7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的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纳吉于1996年11月5日书面回

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林冠英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06/11/1996中国报）
(2)	 第8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的数量源自时任教育部部长慕沙莫哈末于2001年7月26日

书面回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郭金福在国会下议院的提问（27/07/2001中国报）。数字差
异：2002年4月30日，国会秘书处把慕沙莫哈末的书面回答寄交郭金福，表示华小只有36项
计划（04/05/2002星洲日报）。

(3)	 第9大马计划的国小建校发展项目的数量源自教育部于2007年1月16日公布的《2006-2010
年教育大蓝图》，第82页。教育部没有公布华小、淡小的建校发展项目的数量和内容详情。

(4)	 教育部没有公布各源流小学在第10至第12大马计划的建校发展项目的数量和内容详情。
注：
(1)	 1990年全国大选受“两线制”冲击后，华小和淡小在第6大马计划的发展项目大量增加，但

是大部份的计划都是拨款稀少的小型计划。
(2)	 1995和1999年大选后，华小和淡小在第7和第8大马计划的发展项目则被大量削减。
(3)	 在第8大马计划下，教育部在全国推行1,397个共值62亿令吉的学校发展项目。977个是小

学项目，420个是中学项目。在977个小学项目当中，其中198个是兴建新学校项目，其
余的是重建校舍项目、扩建/增加校舍项目。在420个中学项目当中，其中160个是兴建新
学校项目，其余的是重建校舍项目、扩建/增加校舍项目（29/11/2001国会上议院会议记
录。30/11/2001各语文报章）。

(4)	 数据差异：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马哈兹表示，政府在第8大马计划内将增建206所小学，第1
年已建竣47所小学（16/10/2001国会下议院会议记录。17/10/2001中国报）。过后，政府
宣布在第8大马计划下，兴建198所新小学，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2所淡小。

(5)	 在第9大马计划下，教育部通过《2006-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大量增加国小的各类发
展项目，以落实强化国小成为各族首选学校的政策，但是却不公布华小和淡小的具体发展
项目。国小的1,611项计划分为增建178所新国小的计划（12亿9,685万5,000令吉），337
项扩建国小校舍计划（6亿5,682万8,000令吉），890项重建国小校舍计划（21亿7,050万
7,000令吉），以及延续在第8大马计划下仍未完成的206项各类建校计划（2亿2,987万令
吉）。

(6)	 政府宣布在第8大马计划下，兴建198所新学校，即190所国小、6所华小和2所淡小。
(7)	 项目（Projek）分类为：兴建新学校项目（projek	 sekolah	 baru/projek	 baru）、重建校舍

项目（projek	 bangunan	 sekolah	 gantian/projek	 gantian）、扩建/增加校舍项目（projek	
bangunan	tambahan/projek	tamb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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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4.3：在各大马计划实施期间各源流小学数量增减概况

年份 国小 华小 淡小

1981 4,549 1,307 579

1986 4,809 1,290 553

1991 5,001 1,289 543

1996 5,206 1,285 531

2001 5,466 1,285 526

2006 5,774 1,288 523

2011 5,848 1,291 523

2016 5,879 1,298 524

2017 5,878 1,298 524

2018 5,874 1,298 525

2019 5,872 1,299 525

2020 5,875 1,299 527

2021 5,873 1,301 527

第4大马计划（1981-1985） +	260 -	17 -	26

第5大马计划（1986-1990） +	192 -	1 -	10

第6大马计划（1991-1995） +	205 -	4 -	12

第7大马计划（1996-2000） +	260 0 -	5

第8大马计划（2001-2005） +	308 +	3 -	3

第9大马计划（2006-2010） +	74 +	3 0

第10大马计划（2011-2015） +	31 +	7 +	1

第11大马计划（2016-2020） -	6 +	3 +	3

合计 + 1,324 - 6 - 52

资料来源：教育部每年度教育统计报告。
注：各源流小学数量增减数字包括学校增建、合并和关闭的总和，惟不包括仍在兴建和还未兴
建的新增建学校。近几年，虽有增建国小，惟经微型国小合并或关闭，以及归类为国小的多所
教会小学关闭，因此国小的学校总数变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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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注：
(1)	 2012年和2013年财政预算案，国阵政府（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成立学校建校、

提升和维修特别基金（Tabung	Khas	Pembinaan,	Penambahbaikan	dan	Penyelenggaraan	
Sekolah），每年拨出1亿令吉给全国华小。

(2)	 2014年至2020年财政预算案的5,000万令吉华小拨款是给被教育部归类为“半津贴学
校”的华小用于维修和提升学校。2021年和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华小拨款是给全国华小
申请。2023年和2024年财政预算案的华小拨款是给所谓的“半津贴学校”的华小申请。

(3)	 希望联盟政府（Kerajaan	 Pakatan	 Harapan）在2018年全国大选后执政，在国阵政府
2018年财政预算案的基础上，另外拨出2,000万令吉用于增建和搬迁华小，并在2019年
和2020年财政预算案分别拨出每年2,000万令吉用于增建和搬迁华小，而且公布2018年
和2019年财政预算案拨款下的受惠学校名单和每校款额。国盟政府2021年财政预算案没
有提供增建和搬迁华小的拨款，并且导致希盟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案下的增建和搬迁华
小拨款毫无下文，教育部没有公布详情。

(4)	 除了享有常年的水电费拨款，希盟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案拨出额外1,200万令吉水电和排
污费拨款，让各类半津贴学校包括华小和国民型中学提出申请。

(5)	 希盟政府2019年和2020年财政预算案，继续拨款给各类学校，并且开始拨款给华文独立
中学和三所华社民办大学学院。

(6)	 国盟政府（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2021年财政预算案拨出8亿令吉作为教育部机
构和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等用途。当中的6亿2,000万令吉用于维修和提升教育部管辖学校全
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即4亿7,868万（4亿7,748万+120万）令吉给国小（5,624所
+18所）以及国中、全寄宿学校和职业学院（2,070所+4所）；7,407万令吉给全国1,300
所华小（416所全津贴学校获2,582万吉，884所半津贴学校获4,825万令吉）；2,998万
令吉给淡小（162所+365所）；411万令吉给国民型中学（9所+65所）；2,094万令吉给
教会学校（12所+370所）；1,223万令吉给政府资助宗教学校（224所）。

(7)	 2020年11月26日和12月3日，国盟政府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在国会表示通过2021年
财政预算案B11项目，另外发放1亿令吉予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以拨款给3类宗教
学校（sekolah	 tahfiz/可兰经背诵学校、sekolah	 pondok	 berdaftar/注册宗教私塾学
校、sekolah	 agama	 rakyat/人民宗教学校）。2021年10月11日，财政部长在国会表示已
完成发放1亿令吉给4类宗教学校，而且拨款对象增加了私立宗教学校（sekolah	 agama	
persendirian）。

(8)	 2020年12月22日，国盟政府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在国会表示，2021年财政预算案没有拨
款给华文独中。不过，财政部最终于2021年9月发放1,500万令吉给全国华文独中和关丹
中华中学。

(9)	 2021年10月29日，国盟政府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2年财政预算案，
宣布拨出10亿令吉作为维修和提升学校用途，即拨出1亿4,000万令吉给马来西亚伊斯兰
发展局用于维修人民宗教学校、可兰经背诵学校和注册宗教私塾学校，以及拨出8亿6,000
万令吉给教育部用于学校和非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用途。在该8亿6,000万令吉拨款当中，	
7亿2,000万令吉用于提升和维修学校，后来才由教育部高级长莫哈末拉兹宣布国中、国
小和全寄宿学校获得5亿5,587万令吉，华小8,603万令吉，淡小3,479万令吉，教会学校
2,403万令吉，国民型中学477万令吉，政府资助宗教学校1,451万令吉。2022年财政预
算案也分配7亿4,600万令吉用于提升残破学校，即沙巴有112项计划，砂拉越有165项计
划。

(10)	 2022年10月7日，国盟政府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3年财政预算案，
宣布拨出11亿令吉用于维修和提升学校，涵盖国小、华小、淡小和宗教学校，但没列出各
类学校所得拨款，以及拨出1亿5,000万令吉给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以维修人民宗教
学校、可兰经背诵学校和注册宗教私塾学校；拨出12亿令吉用于提升残破学校，即沙巴
有123项计划，砂拉越有182项计划；拨出4亿3,000万令吉以增加2所国小和3所国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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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时任副教长马汉顺表示，华小获得分配的学校维修和提升预算拨款，将从2021年7,407
万令吉、2022年8,603万令吉，预计增至9,463万令吉。

(11)	 2023年2月24日，团结政府（Kerajaan	 Perpaduan）/昌明政府（Kerajaan	 Madani）首相
和财政部长安华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3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拨出9亿令吉作为国小、宗教学
校、华小、淡小等用途的维修拨款；拨出9亿2,000万令吉用于提升380所破旧学校，尤其是
沙巴和砂拉越的破旧学校；拨出5亿6,000万令吉增建7所新学校（国小和国中）。在该9亿
令吉当中，经扣除其他用途拨款后，真正分配给各类学校的维修拨款数额则情况不详。

(12)	 2023年10月13日，团结政府/昌明政府首相和财政部长安华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4年财政
预算案，宣布拨出19亿3,000万令吉的学校提升和维修拨款，即10亿令吉用于维修各类学
校，包括国小、宗教学校、华小、淡小、特殊教育学校，以及9亿3,000万令吉用于提升450
所破旧学校的校舍和硬体设备，包括砂拉越185项计划，沙巴155项计划。此外也拨出25亿
令吉用于增建26所新学校，包括国中（沙巴、砂拉越、彭亨、霹雳、吉兰丹）

(13)	 国盟政府2021年财政预算案：

1 1亿令吉给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发给民办宗教学校

2 8亿令吉作为教育部机构和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等用途：
（1）5,000万令吉提升或兴建开放式礼堂
（2）7亿5,000万令吉用于学校和非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用途

（a）	6亿2,000万令吉用于维修和提升教育部管辖学校（全津贴学校、半津贴学
校）
•	 4亿7,868万（4亿7,748万+120万）令吉给国小（5,624所+18所）以及

国中、全寄宿学校和职业学院（2,070所+4所）
•	 7,407万令吉给全国1,300所华小（416所全津贴学校获2,582万吉，884

所半津贴学校获4,825万令吉）
•	 2,998万令吉给淡小（162所+365所）
•	 411万令吉给国民型中学（9所+65所）
•	 2,094万令吉给教会学校（12所+370所）
•	 1,223万令吉给政府资助宗教学校（224所）

（b）3,000万令吉重要维修额外拨款（拨款不足的学校可另申请额外拨款）
（c）5,000万令吉教育机构维修拨款
（d）5,000万令吉斜坡维修拨款

(14)	国盟政府2022年财政预算案：

1 10亿令吉作为教育部机构和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等用途：
（1）1亿4,000万令吉给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发给民办宗教学校
（2）8亿6,000万令吉用于学校和非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用途

（a）7亿2,000万令吉用于提升和维修教育部管辖学校
•	 5亿5,587万令吉给国小、国中和全寄宿学校
•	 8,603万令吉给华小
•	 3,479万令吉给淡小
•	 2,403万令吉给教会学校
•	 477万令吉给国民型中学
•	 1,451万令吉给政府资助宗教学校

（b）1亿4,000令吉非学校的维修拨款

2 7亿4600万令吉用于提升残破学校，即沙巴有112项计划，砂拉越有165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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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15)	团结政府/昌明政府2024年财政预算案：

1 1亿5,000万令吉给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发给民办宗教学校

2 10亿令吉作为教育部机构和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等用途：
（1）6,000万令吉宿舍维修和提升拨款
（2）1亿令吉用于提升电脑室和购买STEM器材
（3）1亿7,000万令吉用于2024年工程进展费
（4）6亿7,000万令吉用于学校和非学校的维修和提升用途

（a）5亿6,500万令吉用于提升和维修教育部管辖学校
（b）2,500万令吉非学校的维修拨款
（c）1,500万令吉斜坡维修拨款
（d）6,500万令吉天灾或紧急基金

3 9亿3,000万令吉用于提升450所破旧学校的校舍和硬体设备，包括砂拉越185项计
划，沙巴155项计划

4 25亿令吉用于增建26所新学校

4.5：财政部发出的华文独中拨款

财政预算案年份 款额（令吉）

2019 1,200万

2020 1,500万

2021 1,500万

2022 1,500万

2023 1,575万

2024 1,890万

资料来源：新闻报道。

4.6：�财政部发出的三所华社民办大学学
院拨款

财政预算案年份 款额（令吉）

2019 600万

2020 600万

2021 没拨款

2022 没拨款

2023 不详

2024 不详

资料来源：新闻报道。
注：上述大学学院是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
大学学院和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4.7：联邦政府在2023年和2024年财政预算案给予部分学校的发展拨款预算

学校发展拨款项目 2023年财政预算案 2024年财政预算案 拨款增额

学校和其他用途的

维修拨款

9亿令吉

（学校维修拨款不详）

10亿令吉

（学校维修拨款占

5亿6,500万）

+1亿令吉

破旧学校提升拨款 9亿2,000万令吉 9亿3000万令吉 +1,000万令吉

增建新学校拨款 5亿6,000万令吉 25亿令吉 +19亿4,000万令吉

合计 23亿8,000万令吉 44亿3000万令吉 +20亿5,000万令吉

注：2024年财政预算案拨出：
(1)	 学校提升和维修拨款19亿3000万令吉，涵盖：

（a）	10亿令吉维修拨款给各类学校，包括国小、宗教学校、华小、淡小、特殊教育学校。
（b）9亿3,000万令吉用于提升450所破旧学校的校舍和硬体设备，包括砂拉越185项计

划，沙巴155项计划。
(2)	 25亿令吉用于增建26所新学校，包括国中（沙巴、砂拉越、彭亨、霹雳、吉兰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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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联邦政府宣布的淡小增建、搬迁和兴建校舍拨款预算（2010-2018年）

建校项目 拨款（令吉）

增建7所淡小（2010-2012年批准） 1亿3,075万

搬迁21所淡小、兴建18所淡小校舍 2亿1,600万

合计（46所淡小建校计划） 3亿4,675万

资料来源：
(1)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Simposium	Pengurusan	Guru	Besar	 SJKT	Peringkat	

Kebangsaan	 2018,	 (http://anyflip.com/hwtx/flui/basic;	 https://pubhtml5.com/irev/nlop/
basic),	E-Buletin	edisi	2018,	pp.3,	5.

(2)	 教育部在特别振兴配套（Pakej	Rangsangan	Khas）下，从2012年至2017年，推行39所淡小建
校计划，涵盖21所淡小迁校计划和18所淡小兴建校舍计划，原先预算拨款是1亿令吉。2018年
1月16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卡马拉纳登（P.	Kamalanathan）表示，该配套下的39所淡小建
校计划共耗资2亿1600万令吉。

(3)	 沈天奇，〈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学校发展概况——起源历程、现况和发展规划〉，《马来西
亚教育评论》，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20年12月，第七期，页
29-63。上述拨款预算与实际发放的拨款数额有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