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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小增建和搬迁进展概况

3.1	获准增建华小的建校进展

1999年至2008年，联邦政府批准增建16所华小，其中15所已竣工启用，还有1所于

2008年大选前获准增建的加影新城华小，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开课启用。2

2008年3月大选后至2017年10月初，联邦政府没有批准增建华小，直到2017年10
月26日才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其中迁校的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早在

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大选则于2018年5月9日举行。

表14：1999-2017年10月初获联邦政府批准增建的华小数目和建校进展

批准时期 批准数目 完成数目 未完成数目

1999年大选前 5 5 0
2004年大选前 0 0 0
2008年大选前 6 5 1
2013年大选前 0 0 0
非大选时期（1999-2008年） 5 5 0
2008年大选后至2017年10月初 0 0 0

合计 16 15 1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7年10月初。
备注：

1.� 临近1999年大选，政府批准增建5所华小，即雪兰莪州的万达镇培才华小二校（2001年启用）、首

都镇康乐华小二校（2005年启用）、帝沙再也华小二校（2006年启用）、安邦华小二校（2008年启

用），以及吉隆坡甲洞华小三校（2007年启用）。当时，政府也批准兴建1所华小的分校（不是增建

华小），即彭亨州关丹中菁华小分校（2013年启用。该校希望获准成为行政独立的新学校――中菁

华小二校）。

2	 （1）雪兰莪州加影新城华小董事长李万行表示期待该校能于2018年开课。星洲日报，“新城华小盼明年

开课”，2017年5月20日。（2）雪兰莪州加影新城华小董事长李万行表示该校硬体设备已完成99.9%，包

括水电供已有了，剩下的工作是呈上所有文件给市议会，以便拿到完工及落成准证（CCC），预料2019
年1月可正式启用。星洲日报，“仅欠完工落成准证	新城华小明年启用”，2018年4月18日。（3）雪兰莪

州加影新城华小建校委员会主席郑耀民表示，该校建校工程从2014年开始，期间工程数度延迟竣工，原

订延展至2018年6月开课，不过开课无望，开课日预料还要再等。中国报，“郑耀民：冀希盟政府拨款	尽

快让新城华小启用”，201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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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近2008年大选，政府批准增建6所华小，即柔佛州新山百万镇培华华小二校（2016年启用）、吉

隆坡旺沙马珠华小（2015年启用），雪兰莪州的万挠哥打爱美乐华小（2012年启用）、沙登岭华小

（2015年启用）、双溪龙华小（2016年启用）、加影新城华小（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启

用）。

3.� 在1999-2008年非大选时期，政府批准增建4所华小，即柔佛州的柔佛再也华小（于2001年7月获内阁

批准把新建成的一所国小校舍转为柔佛再也华小，并于2001年10月开课启用。原先的柔佛再也宏愿

学校计划取消）、大古来华小（2001年启用），砂拉越州美里杜丹中华华小（2007年启用），雪兰莪
州布特拉高原敦陈修信华小（2013年启用。原先的布特拉高原宏愿学校计划取消，部分原校地供兴

建敦陈修信华小）。在宏愿学校计划下兴建的“首邦市宏愿学校敦陈祯禄华小”（2002年启用），�

被教育部纳入华小学校统计。

4.� 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魏家祥在2016年11月20日文告中，把迁校的柔佛州古来华小二校和永平华小二

校，当成是“全新华小”/“增建华小”，且遗漏1所增建的大古来华小。古来华小二校和永平华小

二校分别在1999年大选前和2006年获准迁校，不是增建的华小，两者新迁校园都在2012年启用。大

古来华小是在1999年7月获准增建的华小，在2000年10月启用。
5.� 在1999年大选获准兴建的彭亨州关丹中菁华小分校于2013年启用，该校希望获教育部批准成为行政

独立的新学校――中菁华小二校。另有2所华小的分校，获准成为行政独立的新学校，即砂拉越州民

都鲁中华公学分校于2008年获准成为民都鲁中华华小二校，吉兰丹州话望生华小布赖分校于2011年
获准成为话望生布赖新村华小。

6.� 临近第14届大选，联邦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有关获准增

建的华小是柔佛州新山县的郭鹤尧华小（茂奥斯丁花园/Mount Austin）、沈慕羽华小（巴西古当

Meridin� East）、敦李孝式华小（乌鲁地南烈光镇/Bandar� Cemerlang）、陈嘉庚华小（依斯干达公主
城/Iskandar�Puteri）、谢华华小（双威依斯干达/Sunway�Iskandar），以及雪兰莪州的李莱生华小（瓜�
雪县依约Bandar� Seri�Coalfields）、敦翁毓麟华小（瓜冷县Gamuda�Cove）、敦林苍佑华小（Eco�
Grandeur,� Bandar� Puncak�Alam）、朱运兴华小（雪邦县龙溪/Dengkil）、征阳华小（雪邦县征阳镇/
Bandar�Sunsuria）。

3.2	获准搬迁华小的建校进展

1999年至2013年，联邦政府批准搬迁86所华小，当中2所华小最终没有搬迁，留在

原地办校。截至2018年3月3，在该84所有迁校的华小当中，有78所已经启用，其余6所
未启用。

3	 霹雳州乌鲁十八丁的联合华小于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不过于2014年在原地停办，直到迁至赛城于

2018年3月1日开课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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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999-2013年获联邦政府批准搬迁的华小数目和建校进展

批准时期 批准数目 完成数目 未完成数目

1999年大选前 11 11 0
2004年大选前 17 15 2
2008年大选前 13 12 1
2013年大选前 0 0 0
非大选时期（1999-2013年） 43 40 3

合计 84 78 6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8年3月。
备注：

1.� 临近1999年大选，政府批准13所华小搬迁，其中马六甲州培风华小三校和吉隆坡新街场路三育华小

最终没有迁校。因此只有11所华小迁校。
2.� 上述统计不包括2014年至2018年1月获准迁校的华小。当中有从雪兰莪州巴生甘榜爪哇八英里迁至

沙亚南哥文宁乌达玛的启明华小（2012年7月获州政府拨4英亩地，2014年获准迁校，2017年6月启

用新校舍）；2017年，雪兰莪州福隆港华小获准迁至瓜拉冷岳县Tropicana Aman，彭亨州百乐县金

马梳华小获准迁至直凉园金河山庄（Palm Grove），槟州乔治市南华医院街益华华小获准迁至湖内

（Relau）。2016年8月13日，砂拉越人联党主席沈桂贤宣布，教育部刚刚批准古晋峇哥中华公学迁

校；2017年12月23日，时任首相纳吉在砂拉越人联党代表大会闭幕仪式上，宣布批准古晋峇哥中华

公学迁校，该校因缺学生来源而于2010年停办，将迁至晋连路柏联花园（Taman Belian）。2018年�
1月15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宣布，雪兰莪州峇玲珑敦化华小获准迁至士毛月Eco�Majestic。

3.� 临近第14届大选，联邦政府于2017年10月26日宣布批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6所华小4。有关获准搬

迁的华小是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迁至雪兰莪州蒲种柏兰岭（Puchong Perdana），霹雳州太平直弄育

华华小迁至森美兰州哥打斯里莪玛士（Kota Seriemas），森美兰州利明济礼仁园华小迁至雪兰莪州

艾美纳镇（Bandar� Elmina），彭亨州关丹班珍华小迁至关丹苏丹阿末沙城（Kota� SAS），柔佛州武
吉甘蜜新廊华小迁至新山马赛城（Taman�Kota�Masai），吉打州成杰培才华小迁至柔佛州新山武吉英
达花园（Taman�Bukit�Indah）。

表16：1999-2013年获联邦政府批准搬迁但未建竣启用的华小

序 未启用的迁校华小 备注
1. 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 2003年停办。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原计划迁至金

宝，因无地迁校，未动工兴建。联邦政府于2017年10
月26日宣布该校迁至雪兰莪州蒲种柏兰岭（Puchong	
Perdana）。

2. 柔佛州昔加末中央华小 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无地迁校。
3. 雪兰莪州呀吃18哩中华

华小
2008年大选前获准迁校。迁至安邦班登区福全山庄
（Taman	Lembah	Maju），已有校地

4	 其实，霹雳州务边培民华小早在2004年大选前获准迁校。因此，有关2017年10月26日的宣布实际上是批

准增建10所华小和搬迁5所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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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未启用的迁校华小 备注
4. 砂拉越马鲁帝侨南华小 2008年12月获准迁校，2014年停办。迁至美里东姑村哲

利达花园（Taman	Jelita），已有校地。
5. 森美兰州乌鲁干中园丘

华小
2012年获准迁校至芙蓉绿峰岭（Forest Heights），已有
校地。

6. 吉打州华玲县玛佬巴林
园丘培智华小

2013年7月获准迁校至双溪大年Ambangan Height，已有
校地。

资料来源：董总，《增建和搬迁华小课题专题汇报》报告，2016年12月17日。更新至2017年10月初。

3.3	增建学校和学校保留地的政策

1998年4月25日，时任教育部长纳吉表示，根据政治承诺，华小将保持原状，并维

持现有的数目，教育部目前并不打算增建新华小；华小可在不增加数目的情况下进行

扩充，包括扩建校舍；那些缺乏学生来源而面临关闭的华小，可以申请搬迁，但必须

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1999年2月12日，纳吉重申政府不增建华小的政策，不过教育部会根据情况，批

准一些华小迁校，或以开设“二校”方式进行扩建；至于目前花园住宅区的学校保留

地，是保留给国民学校的，教育部不可能把这些国民学校的保留地用来增建国民型华

小。

临近1999年11月大选，联邦政府宣布批准增建5所华小、兴建1所华小分校和搬迁

13所华小。其中增建的4所华小和搬迁的10所华小名单，列入时任教育部长纳吉于1999
年9月20日致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和人力资源部长林亚礼的公函里，规定有关学校负责

建校所需的土地和经费。

2000年2月29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莫哈末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全国的华小间数已

经足够。同年5月31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表示，教育部没有制度化增建华小的

方案。

临近2004年3月大选，联邦政府宣布批准搬迁17所华小，没有批准增建华小。时

任教育总监阿都拉菲于2004年3月4日致函当时的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和民政党主席林敬

益，列出教育部批准搬迁的17所华小名单，以及教育部规定的7项迁校条件，即（1）
必须获得所有家长的书面同意迁校，并提呈给教育部；（2）有关学校的董事会和家教

协会必须负责建校及自寻迁校的土地；（3）有关建议的校地必须是在华小需求量高的

地区；（4）有关建议的校地必须不是政府学校保留地；（5）必须把有关校地资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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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给教育部，并获得批准；（6）有关学校必须提呈在新校地的建校计划书给教育部，

并获得批准；（7）一旦迁校后，原有的旧校地必须完全关闭。

临近2008年3月大选，时任教育部长希山慕丁于2008年1月31日宣布批准增建6所华

小和搬迁13所华小。早在2006年11月28日，希山慕丁在国会下议院表示，531所微型华

小问题须先解决，增建华小不切实际。

临近2013年5月大选，政府没有宣布批准增建和搬迁华小。

在上述获准增建或搬迁的华小当中，经各方“争取”后，联邦政府拨出一些土地

和/或建校经费给有关华小建校。一些州政府也拨地、拨款给有关华小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