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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 2017 年臺灣高等教育展等重要活動出國報告 

摘要 

為執行「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提升我國與馬來西亞雙邊教育

合作交流關係，教育部蔡政務次長清華 106 年 7 月 6 日至 9 日應馬來西亞留臺校

友會聯合總會（簡稱「留臺聯總」）邀請，赴吉隆坡出席「2017 年臺灣高等教育

展」及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我國共有 92 所大學校院近 300 位師

長赴馬參展，與大馬學生面對面洽談，深入介紹各校教學發展特色。國內各校聯

繫統一窗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簡稱「海聯會」）一同赴馬國參展及辦理招生

宣導說明會等。 

蔡政務次長本次訪馬期間，會晤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上議員，

雙方就技職教育、無人機在農業上的應用及英語教學推動等議題進行討論；並與 7

位來自臺灣的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等主管赴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UKM）訪問，獲該校校長拿督斯里阿茲蘭教授博士（Prof. 

Datuk. Seri Dr. Noor  Azlan Ghazali）及各學院代表熱烈歡迎，盼促成雙邊校院進

一步合作與交流。 

此外，蔡政務次長獲邀於 7 月 8 日出席「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

會午宴暨 2017 年陳嘉庚統考優秀頒獎典禮」，擔任高中組成績特優獎頒獎人，並

接受當地華文主流媒體星洲日報、英文媒體太陽報（The Sun）專訪，介紹我國新

南向人才培育政策、大學校院發展概況與各項獎學金機會，鼓勵馬國學生前往臺

灣深造。於離馬前與雪隆留臺同學會主要幹部座談，就新南向政策在馬來西亞推

動招生策略及辦理馬國中學學生來臺灣遊學事宜交換意見。 

2017 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於 7 月 7 日在吉隆坡太子城世界貿易中心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舉辦開幕典禮，計 92 所大學校院共襄盛舉

（41 所臺灣公立大學校院及 51 所私立大學校院）。開幕首日吸引超過 5,000 名師

生、家長到場參觀，展覽規模為中華民國在海外教育展之冠。尤其展覽期間邀請

臺灣大學校院代表實地向學生面對面介紹校內特色科系、入學相關規定與優惠，

讓學生、家長都有機會諮詢臺灣大學校院入學相關資訊。今年更規劃 6 個特色領

域展區，方便觀展學生依其感興趣的領域前往參觀並取得相關資訊。 

目前馬來西亞學生在臺大專校院就讀的僑外生人數總和，在全球所有僑外生



 
 

來源國中名列前茅，105 學年度達 1 萬 6,051 人，較前一年的 1 萬 4,942 人，成長

1,109 人，增幅達 7.42%，顯示我國的高等教育對於馬來西亞青年學子具有高度吸

引力。留臺聯總一年一度舉辦的臺灣高等教育展，也漸漸在馬來西亞建立口碑，

成為推廣臺灣高等教育的重要活動。 

2017 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係留臺聯總連續第 11 年舉辦，活動規劃由

留學臺灣返馬發展的學長姐負責辦理，渠等秉持著對臺灣高教體系之肯定、臺灣

生活環境與文化之認同，自 2007 年起開始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鼓勵臺灣大學

校院赴馬向當地學子介紹學校辦學特色、師資教學、軟硬體設備等資訊。另一方

面，為聯絡當地留臺人的情誼，該會也於每年夏季創會期間舉辦「文華之夜」，

邀請全馬各地留臺校友歡聚同慶，而海外如印尼、汶萊、泰國及香港等地的留臺

校友團體也會派代表赴馬共襄盛舉，表達對留臺人及臺灣高等教育體系的支持。 

蔡政務次長此行目的，主要係應留臺聯總邀請擔任「2017 年臺灣高等教育

展」開幕嘉賓及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致詞嘉賓，同時也藉此機會

了解馬來西亞社會對臺灣高等教育的需求，俾利思考應如何在推動新南向政策

時，依據當地特殊國情，參考我國辦學經驗，提供更符合馬國需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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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大專校院的招生目標市場向來主要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為開拓與該地區重

點國家─馬來西亞的教育合作交流，教育部於 100 年起派駐人員在馬來西亞協助推

動學歷承認、來臺升學宣傳等重點工作，並於 103 年正式成立「教育組」。在駐馬來

西亞代表處、教育組及「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留臺聯總）的努

力下，由馬來西亞學術品質鑑定機構（MQA）與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HEEACT）於 101 年 7 月 20 日簽署「互信聲明」，相互認可雙方評鑑合格的

高等院校文憑，自此 MQA 認可臺灣 157 所大學校院學術資格，包括 58 所公立大學

及 99 所私立大學；HEEACT 也承認馬來西亞 121 所高等院校之學位。此項學位互

認並追溯至 101 年 6 月 20 日起生效。 

依據教育部 101 至 105 年馬國在臺學生人數統計資料1，自臺馬雙邊簽署互信

聲明完成雙方高等校院文憑互認工作後，馬來西亞來臺留學人數不僅逐年攀升，且

屢創歷史新高（如下表），目前我國大專校院僑外生人數 多的來源國就是馬來西

亞。此外，馬來西亞僑生的學業表現優異，一直是各大學積極爭取的招生對象，教

育部每年提供優秀（菁英）僑生獎學金、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的受獎生當中，馬

來西亞僑生經常占約一半，表現亮眼。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馬國在臺學生人數 9,490 11,365 13,286 14,942 16,051 

增加人數 - 1,875 1,921 1,656 1,109 

增加幅度 - 19.76% 16.90% 12.46% 7.42% 

留臺聯總係由馬來西亞各地留臺校友成立，目前在馬來西亞擁有 40 個屬會，

大馬留臺學長姐基於在臺求學期間的正面體驗與肯定，往往積極鼓勵及協助馬來西

亞學生來臺升學，因此，各地分會皆設有「升學輔導組」，專門提供同學有關來臺升

學的資訊，替同學解答各類來臺就學疑問，對於在臺求學遇到困難的學弟妹也不吝

伸出援手，幫助馬國同學順利完成學業。該會每年於 7 月成立週年紀念前後，皆會

辦理一系列慶祝活動，例如文華之夜、臺灣高等教育展、全國華文獨中數理學識比

賽、電腦教師研討會、全國獨中統考優秀獎等，備受馬來西亞各界矚目及重視。 

為延續過去幾年來在馬來西亞宣傳臺灣高等教育的成果，今（106）年留臺聯

                                                       
1   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數統計」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5A930C32CC6C3818&sms=91B3AAE8C6388B96
&s=96B1633791CBD9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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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 11 年舉辦「2017 年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分別於 7 月 7 日至 13 日在吉

隆坡市（西馬，7 月 7 日至 8 日）、柔佛州永平市（南馬，7 月 10 日至 11 日）、砂拉

越州詩巫市（東馬，7 月 12 日至 13 日）等三地辦展。為持續支持本項重要的教育

活動，教育部援例函請海外聯招會擔任國內參展聯絡窗口，以統籌協調各參展學校

及留臺聯總有關教育展之相關事宜，配合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政策，期能吸引更

多優秀馬來西亞學生來臺升學，並於學成後返回馬來西亞，為國家社會貢獻所學專

才，具體落實臺馬人才交流合作。 

馬來西亞是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及大專校院招生的重要目標國，「教育部新

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價值，在馬舉辦的臺

灣高等教育展是此計畫重要的一環，除可向大馬親師生宣傳臺灣的優質高等教育，也

可吸引馬國優秀學子來臺就學，並可促進雙邊高教人才之交流。為表達我國對此境外

生來臺就讀 大生源國的重視，及增加大馬社會對我國教育及社經環境的了解。教育

部蔡政務次長清華率領我國 92 所大學校院及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代表近 300 人赴馬

來西亞吉隆坡出席教育展及「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等活動。訪馬期間，

蔡政務次長並會晤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上議員，就技職教育、無人機在

農業上的應用及英語教學推動等議題進行討論；並與 7 位臺灣的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等

主管赴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訪問，獲該校校長及各學院代表熱烈歡迎，盼促成

雙邊校院進一步合作與交流。蔡政務次長亦獲邀出席「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

校友會午宴暨 106 年陳嘉庚統考優秀頒獎典禮」，擔任高中組成績特優獎頒獎人，並

接受當地華文主流媒體星洲日報、英文媒體太陽報（The Sun）專訪，介紹我國新南向

人才培育政策、大學校院發展概況與各項獎學金機會，鼓勵馬國學生前往臺灣深造。

並於離馬前與雪隆留臺同學會主要幹部座談，就新南向政策在馬來西亞推動招生策略

及辦理馬國中學學生來臺灣遊學事宜交換意見。 

以上臺馬重要的教育交流活動，均為強化我國與馬來西亞教育官方及大學間的

認識與合作關係，增加我高教在當地媒體的曝光度及知名度，促進馬國學生及人民

對我國的理解與興趣，吸引更多優秀的大馬學子來臺求學並增加我國人民對馬來西

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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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7 月 6 日（四） 

一、 啟程 

教育部蔡政務次長清華、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司長敏玲及畢教育副參事祖安一

行 3 人於本（106）年 7 月 6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721

班機前往馬來西亞，約於下午 1 時 30 分抵達吉隆坡國際機場，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章

大使計平、教育組朱組長多銘及白博文秘書偕同留臺聯總陳治光會長及洪進興署理

會長等人一同前往機場登機門迎接，並協助蔡政務次長 3 人禮遇通關進入馬國。 

二、 參訪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 

蔡政務次長一行離開機場後，前往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進行文教參訪，在留

臺聯總方俊能顧問、教育組朱組長多銘及白博文秘書陪同下聽取館方導覽解說，了

解該館設立緣由、歷史發展、經營理念及產品創新等面向，並就館內重要展示文物

的設計目的及特色詳細說明。因館內與工廠相連，也藉此得以近距離觀察專業師傅

製作錫製品的過程及現場環境。透過這次參訪，蔡政務次長一行了解馬國利用天然

錫礦資源優勢，結合產品創新設計理念，帶動馬國發展觀光業之優勢，此經驗可作

為我國推動技職教育與產業合作之發展方向。 

 

 

 

 

 

 

 

 

蔡政務次長一行與「世界上 大的錫鑞啤酒杯」合影留念（左起朱多銘組長、楊敏玲司長、蔡政務次

長、畢祖安教育副參事、方俊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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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邀出席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總會長拿督江文洲先生晚宴 

蔡政務次長 3 人結束文教參訪後，應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總會長拿

督江文洲先生邀請參加晚宴。江文洲為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及吉隆坡臺灣學校董事

長，對推動當地臺商子女教育事務貢獻良多。當晚應邀出席者尚有我立法院蔡副院

長其昌及蘇巧慧、鄭運鵬、張宏陸、邱議瑩、李昆澤、林俊憲、呂孫綾等 7 位立法

委員、僑務委員會張主任秘書良民、馬來西亞首相東亞特使拿督斯理張慶信局紳、

留臺聯總前會長姚迪剛先生、現任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准拿督許總會長正

得、劉副總會長惟祥，以及馬來西亞各地臺商代表。 

蔡政務次長在晚宴中除了與在場立法委員交流，感謝其對教育部經費預算及業

務推動上的協助與指導外、並對姚迪剛先生以留臺校友身分，無私協助宣傳臺灣高

等教育優勢，促進臺馬人才交流，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表示謝意。同時，也特別與

吉隆坡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多位董事會成員會談，了解 2 校在馬來西亞運作現

況與未來發展，特別是檳吉臺灣學校退場前相關作業，感謝臺商對馬來西亞臺灣學

校之支持，並請其持續協助相關事宜。 

 

 

 

 

 

 

 

 

蔡政務次長（右）致贈晚宴主人江文洲總會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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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左）致贈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章大使計平紀念品 

7 月 7 日 （五） 

一、與駐馬來西亞教育組工作早餐 

為深入了解馬來西亞教育組業務推展概況、與馬國各單位互動實際情形，蔡政

務次長特邀集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司長敏玲、畢教育副參事祖安、駐馬來西亞教育

組朱組長多銘及白秘書博文共進早餐，並由教育組朱組長介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

展、獨中師資概況及近期擬推動重點工作等資訊。蔡政務次長表示今年為新南向政

策行動年，國內各界對於馬來西亞教育合作及人才交流特別關注，感謝駐組多年來

在馬國的努力及付出，並指示如有需部內協助事項，應即函文報部，將於了解情形

後提供必要協助。同時，蔡政務次長就選送我國數理教師赴馬國獨立中學任教案，

表示非常贊同，該案除呼應新南向政策人才交流面向外，亦是擴展我國軟實力之利

基。馬國學生能在臺灣教師薰陶教誨下，除短期內能穩定獨立中學畢業生來臺生源

外，未來亦能成為國際活動上友我人士。 

二、106 年臺灣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 

與駐馬教育組早餐會後，蔡政務次長一行即在朱組長、白秘書及留臺聯總陳治

光會長等人的陪同下，於上午 9 時至吉隆坡太子城世界貿易中心（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慰勉 92 所參展學校，並一一至各攤位向工作人員致意，同時合影留

念。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自 2007 年開始舉辦，今年邁入第 11 年連續辦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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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學校達 92 所。此教育展由馬來西亞留臺聯總主辦，主要為提供大馬有意來臺求學

學子統整、正確、具體之留學資訊，並扮演臺灣各大學校院在馬國招生宣傳的橋樑

與平臺。大馬華裔學子除可於教育展當中，了解我國各校的辦學特色、科系強項、

師資品質、軟硬體設施及環境外，也可與各校代表面對面對談，進一步獲得如獎學

金、選課、住宿、學校周邊環境等等的細節及資訊。  

臺灣高教展開幕典禮於 7 月 7 日上午 11 時開始，蔡政務次長應邀致詞時表示，

感謝馬來西亞留臺聯總陳會長、各地校友會、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及所有工作同仁

的努力，才能連續第 11 度舉辦這場盛大隆重的「臺灣高等教育展」。今年參展學校數

及觀展人數再創佳績，展現臺灣高等教育豐厚的能量及馬國學生來臺升學的期待。

蔡政務次長亦表示，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呼應我國刻正進行之「新南向政策推

動計畫」人才交流面向，促進臺馬雙邊資源共享，學生畢業後亦有助於加強臺馬經

貿合作及區域連結。也感謝現場共 92 所學校的與會校長及主管，大家共襄盛舉，為

擴大招收馬來西亞優秀學生共同努力。此外，為推動「新南向政策」，我教育部 106

學年度提供給馬來西亞學生的「臺灣獎學金」新生名額從 20 個提高到 35 個，並新

設立「新南向培英專案」，以獎補助我大學校院擴大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講師

等菁英來臺攻讀碩、博士學位，期許講師們回國後，成為連結人才的種子，除可持

續鼓勵更多青年學子來臺求學，更可促進雙邊學術及研究合作，深化我教育影響

力。教育部為新南向國家規劃辦理「外國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學位班）、「外國青年

短期技術訓練班」（非學位班/外青班）等產學技術專班，協助其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並為新南向國家學子等舉辦先修班、雙聯專班及夏日學校，補助我國師生赴南向國

家求學、研習、實習、研究、體驗、擔任志工等，並提供我國新住民子女返鄉溯根

及職場體驗等機會，加強與新南向國家的交流及連結。 

蔡政務次長於致詞完畢後，應邀與馬來西亞教育部張盛聞副部長、僑務委員會

張良民主任秘書、留臺聯總陳治光會長及華社領袖等人共同上臺進行「2017 年臺灣

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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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應邀擔任「106 年臺灣高等教育展」開幕致詞嘉賓 

 

 

 

 

 

 

 

 

 

 

右起：留臺聯總永久名譽會長丹斯里吳德芳先生、留臺聯總署洪進興理會長、教育部蔡清華政務次

長、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章計平大使、馬來西亞教育部副部長拿督張盛聞上議員、留臺聯

總陳治光會長、僑務委員會張良民主任秘書、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蘇玉龍校長、留臺聯總方俊能顧問

與劉天吉顧問共同主持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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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一行及留臺聯總幹部與大專校院參展師長合影 

三、與馬來西亞教育部張副部長盛聞餐敘 

馬來西亞張副部長盛聞為本次臺灣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主賓，典禮結束後，蔡

政務次長陪同張副部長問候前來參觀的學生，並聽取參展學校的系所介紹。之後，

在章大使計平、教育組朱組長及白秘書陪同下，蔡政務次長與張副部長共進午餐。 

張盛聞副部長自 104 年接任教育部副部長後，主要工作在管理當地華文中小學

事務及技職教育，其本身是客家人，今年 6 月間曾應我國客家委員會邀請來臺參訪

客家文化，對於臺灣客家文化與馬國的差異及特色有更深入的認識。近來張副部長

關注技職教育議題，目前正值馬國各地大眾運輸（含高鐵及捷運系統）之工程興

建，急需相關技術及維修人才。張副部長也提到無人機在農業上的應用，但缺乏相

關資訊技術，盼透過無人機進行有效率種植（如空中施肥），並培育產品管理及行銷

通路之人才。此外，聽聞我國大學設立畢業生英語檢定門檻措施，目的係強化畢業

生未來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馬國亦致力於推動英語教學工作。  

針對張副部長提出的看法與建議，蔡政務次長表示，臺灣文化因為殖民歷史、

地理位置特別多元豐富，造就了臺灣特殊的人文風情。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我國

成立客家委員會以致力於推動及保存客家文化，讓年輕一代能持續傳承及了解先民

來臺發展的歷史。臺灣技職教育成就國際有目共睹，如馬國有相關合作意願，教育

部將盡力促成大學與馬國企業共同研究，針對需求培育相關技術人才，目前已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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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界需要在馬來西亞開設相關技術師資短期訓練班及青年短期培訓班。 

張副部長除感謝蔡政務次長分享看法外，也表示，在過去 20 年間澳大利亞對馬

來西亞學生的策略著重招生，希望能將學生吸引到該國就學，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澳大利亞也開始將他們的學生送到馬來西亞，以培育對東南亞有深入了解的人才；

蔡政務次長則表示，目前臺灣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也強調加強我國青年學子對東南

亞的認識，例如補助年輕人至東南亞壯遊，由大學校院開設東南亞語文及相關研究

課程，臺灣大學校院也致力於營造穆斯林友善生活環境，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歡

迎馬國各族學生來臺交流深造。 

本次餐敘馬國除張副部長外，張副部長機要秘書曾繁翀亦陪同與會。蔡政務次

長與張副部長對技職教育、客家文化議題相談甚歡，餐敘進行一個多小時後，蔡政

務次長致贈張副部長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蔡政務次長（中）致贈馬來西亞教育部張盛聞副部長（右）紀念品，左為章計平大使 

四、訪問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並與校長及相關教職員座談 

下午 3 時，蔡政務次長一行在教育組朱組長及白秘書陪同下，偕同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玉龍校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郭艷光校長、龍華科技大學葛自

祥校長、華夏科技大學陳富都校長、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曾信超校長、景文科技大學

李弘斌副校長、聖約翰科技大學艾和昌校長等人前往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UKM）訪問。 

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成立於民國 59 年 5 月 18 日，當時校園設在吉隆坡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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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設有理學院、文學院與回教研究院（Islamic Studies），於 66 年遷至雪蘭莪州萬

宜（Bangi）現址，距離吉隆坡約 35 公里，面積達 1,096 公頃。現任校長為拿督斯里

阿茲蘭教授博士（Prof. Datuk. Seri Dr. Noor  Azlan Ghazali）。該校自 95 年起升格為

研究型大學之一，並於 101 年 1 月獲政府賦予自主權，目前擁有 13 個學院、1 個商

學院與 16 個研究中心。UKM 的醫藥中心設立在吉隆坡蕉賴地區，此外，該校亦設

立以商業模式營運的國立大學控股有限公司，大學不但可從各領域的專業技術中受

惠，還能增加大學的收入。 

該校自成立至今 40 餘年，培育了 17 萬 8,051 名畢業生。師資方面，該校目前

計有 2,460 教學人員（360 名教授、696 名助理教授、1,247 名講師、43 名導師及 114

名教師），以及超過 9,500 名職員。根據 106/2018 年世界大學排行榜中，該校排名

230，相較於 105 年躍升 72 名次。該校於校齡 50 年以下組別中排名 26，而該校 9 個

科系也被評為全球 100 個 優秀科系之一，包括建築藝術、英語文學、語言學、伊

斯蘭研究、化學工程、電氣工程、機械工程、教育系、社會政策與管理系。 

本次蔡政務次長率國內大學校院代表赴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拜會，該校熱烈歡

迎，校長拿督斯里阿茲蘭教授博士率各學院代表近 40 人出席與會。會談首先由

Azlan 校長簡介該校概況及未來發展方向，並由各學院代表說明目前推廣的計畫方

向、擬與臺灣合作領域，再由蔡政務次長致詞感謝該校接待，並請我國校院代表介

紹各校發展特色。該校各學院代表在聽取我方簡介後紛紛表達與相關校院建立合作

關係之意願，Azlan 校長並建議未來可於臺灣高等教育展期間舉行臺馬大學校長論

壇，預期應可與與會各校建立進一步合作契機。 

 

 

 

 

 

 

 

蔡政務次長（中間站立者）於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向在場各學院代表介紹我國教育現況及新南

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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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右） 

致贈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校長 

拿督斯里阿茲蘭教授博士（左） 

紀念品 

 

 

 

 

 

 

 

 

 

 

蔡政務次長（前排右五）與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校長拿督斯里阿茲蘭教授博士（前排右四）、各學院代表，及

我國出席交流座談之大學校長、副校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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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邀出席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得主姚迪剛先生晚宴 

姚迪剛先生自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系畢業後返馬創業，成立東大機械有限公司，

長期支持臺灣高等教育體系。其於 92 年當選東海校友會會長，97 年當選留臺聯總會

長，99 年連任留臺聯總會長，並獲選為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第 6 屆總會長。97

年促成留臺聯總與高階媒體主管訪臺，參訪人員返馬後在平面及各媒體就臺灣政

治、經濟及文教環境做出大篇幅報導，提升馬國民眾對臺灣之認識及友好印象。其

曾多次拜會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公共服務局、馬華公會及旅臺同學會，透過多方

管道盼達成承認臺灣學歷目標，自 100 年教育部派員駐馬來西亞推動相關工作時，

姚迪剛先生更積極配合協調、居中協助臺馬雙邊教育交涉。 

姚迪剛先生於擔任留臺聯總會長期間連續擴大舉辦 4 次臺灣大型高等教育展，4

年來成功吸引超過 4 萬名馬來西亞學子到場參觀，讓馬來西亞來臺升學學生人數自

95 年起逐年增加，曾獲頒我國教育部二等及三等教育專業獎章。 

蔡政務次長受邀致詞時表示，姚前會長對臺灣高等教育的支持令人感動及佩

服，也承諾教育部對馬來西亞在臺唸書的學生，會將他們當成自己的子女一般照顧

及關懷，希望姚前會長能持續就我國大專校院發展給予建言，並鼓勵更多的馬來西

亞學生到臺灣接受高品質教育的洗禮。 

當天晚宴受邀人員除蔡政務次長、國際司楊司長敏玲、畢教育副參事祖安外，

尚包含留臺聯總方俊能顧問、國立臺灣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侯建成會長、馬來西亞

留臺輔仁大學校友會陳曉娟會長、雙威大學潘永忠副校長夫婦等 30 餘人，餐會於是

日晚間 10 時 3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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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右） 

致贈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 

得主姚迪剛先生（左）紀念品 

 

7 月 8 日 （六） 

一、接受當地中文主流媒體「星洲日報」專訪 

為促進馬來西亞民眾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認識與了解，駐馬來西亞教育組特

洽排蔡政務次長於訪馬期間接受當地主流華文媒體「星洲日報」專訪。星洲日報為

馬國發行量 大之中文報社，讀者群以馬國華裔民眾為主。 

星洲日報記者於 7 月 8 日上午 10 時至下榻飯店訪問蔡政務次長，蔡政次表示馬

來西亞華裔學生在臺表現優異，一直是各大學積極爭取的招生對象。臺灣正研議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朝向開放增加外籍專業人士在臺求職及工作

機會，歡迎在馬國大學畢業學生前往臺灣工作。朱組長補充說明，我國勞動部 2014

年 7 月實施「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配額新制」後，留臺工作配額增加至 2,500 名，其

中以馬國留臺畢業生受惠 多。 

蔡政務次長亦指出，105 學年度馬來西亞在臺大專校院留學人數高達 1 萬 6,051

人，是僑外生人數 多來源國，占所有境外生總數 11 萬 6,416 人的 13.79%。配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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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政策，106 學年度教育部提供新南向國家「臺灣獎學金」185 名，馬來西亞核配

額即高達 35 名（約 18.92%）。其他新南向人才培育項目尚有「新南向培英專案」，從

106 學年度開始，每年補助我大學校院招收 100 名東南亞和南亞大學講師來臺攻讀學

位，同時也鼓勵臺灣學生到東協及南亞國家留學或實習，包含公費獎助、留學獎學

金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等。 

後，蔡政務次長也補充道，在體育交流方面，今年已邀請新南向國家體育單

位組團出席我國全大運及全中運，馬來西亞皆有代表團共襄盛舉。並預告今年 8 月

蔡政次將再次赴馬國登嘉樓大學，出席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與該大學共同舉辦透明

魚移展開幕典禮，促進臺馬科研館際交流，彰顯教育部全方位推動新南向工作的努

力。 

星洲日報於 7 月 10 日刊載專訪蔡政務次長的全部內容，對宣傳我國高等教育特

色及「新南向政策」具有相當助益。 

 

 

 

 

 

 

 

 

蔡政務次長（左）接受星洲日報記者吳珍妮專訪 

二、出席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午宴暨 2017 年陳嘉庚統考優秀頒獎典禮 

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成立於民國 62 年，由校友林綱兆及李振

光發起成立，隔年 63 年獲得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官批准，註冊名稱為「馬來西亞留臺

中興大學校友會」，第 1 屆主席為李振光先生，同年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正式成立，該

會為會員，李振光會長為主席團成員。97 年獲得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官批准將註冊名

稱改為「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該會會長任期為 2 年。 

該校友會陸續舉辦食品研討會、興北之夜、成立全國獨中統考成績優秀獎等活



 15

動，以增進校友間情感與向心力，並鼓勵馬國獨中學子努力向學。目前李玉平會長

為第 22 屆會長，從事消防設備銷售及系統工程設計和施工。  

蔡政務次長獲邀出席「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午宴暨 2017 年陳

嘉庚統考優秀頒獎典禮」，擔任高中組成績特優獎頒獎人，席間蔡政務次長與在場嘉

賓交流分享本次在馬見聞，看到馬國獨立中學師長對於華文教育的維護及貢獻表示

敬意。 

本次 7 月 8 日午宴由教育組朱組長及白秘書陪同蔡政務次長、國際司楊敏玲司

長及畢祖安教育副參事出席，主賓係立法院蔡副院長其昌兼我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

理事長，現場嘉賓包括僑務委員會張良民主任秘書、章大使計平、留臺聯總余安副

會長、國立臺北大學林道通代理校長、李承嘉副校長、國立中興大學薛富盛校長、

多位留臺校友及獨立中學師長。 

 

 

 

 

 

 

 

蔡政務次長（左一）與馬來西亞獨立中學獲獎師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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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務次長（右）致贈中興大學暨臺北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李玉平會長（左）紀念品 

三、接受當地英文主流媒體「太陽報」專訪 

馬來西亞太陽報（The Sun）成立於民國 82 年 6 月 1 日，以小報格式發行，並

於 91 年成為免費報紙，為馬國發行量 大之英文報紙，每日超過 30 萬份。每週星

期一至星期五出版，公眾假期除外，其目標受眾為白領及城市青年。該報是由 Sun 

Media Corporation Sdn Bhd 報社出版。 

蔡政務次長於 7 月 8 日下午 4 時接受太陽報記者專訪表示，教育部鼓勵臺灣大

學院校走向「國際化」，因此近年許多學校皆踴躍赴海外進行招生、推動師生交換合

作計畫，也促使越來越多馬來西亞學生接受到相關資訊、進而選擇到臺灣繼續深

造。華裔學生就讀學門以民生、商業及管理、工程、設計、醫藥衛生、人文及傳播

等為主。為吸引非華裔學生來臺升學機會，各大學校院致力於營造穆斯林友善環

境，設置祈禱室、符合清真認證餐廳等，並增設全英語課程系所，以利此類學生在

臺灣求學及生活上能及早適應。蔡政務次長亦指出，105 學年度馬來西亞在臺留學

人數高達 1 萬 6,051 人，是僑外生人數 多來源國，占所有境外生總數 11 萬 6,416

人的 13.79%。配合新南向政策，106 學年度教育部提供新南向國家「臺灣獎學金」

185 名，馬來西亞核配額即高達 35 名。此外各大學也紛紛設置獎學金吸引優秀外國

學生申請入學。 

有關馬國留臺畢業生在臺工作方面，華裔畢業生因具有華語文優勢，在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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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7 月實施「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下，想要留臺工作的機會比其他國籍的

畢業生高出許多。同時，我國刻正研議新的延攬外籍專業人才在臺工作之法案，未來

實施後，現行規範將獲得更多鬆綁，共創雙贏。 

太陽報專訪為時約 60 分鐘，蔡政務次長在訪談中多方介紹臺灣大學校院教學

環境、教學目標與獎學金制度，相關報導於 7 月 10 日刊載後已有多位學生聯繫駐馬

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希望深入了解相關獎學金計畫與來臺申請入學相關事宜，足

見宣傳效果。 

                      

 

 

 

 

 
 

 
蔡政務次長（右）接受太陽報（The Sun）記者 Adrian Phung Chun Hou 專訪 

二、 2017 年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 

「文華之夜」係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每年 7 月創會期間舉辦之年度盛事之一，今年為

該會成立 43 週年，相關活動於吉隆坡太子城世貿中心宴會廳舉行，除了蔡政務次長、僑

務委員會張良民主任秘書、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章大使計平及同仁、臺灣 92 所大學校

院校長、副校長等相關代表外，當地各界領袖如：馬來西亞首相東亞特使拿督斯理張慶

信局紳、丹斯里吳德芳等及總會歷屆會長都應邀一同歡慶。 

當天活動自晚間 7 時 30 分開始，由陳治光會長帶領貴賓在眾人掌聲中步入會場，後

於馬國國歌及會歌的歌聲中拉開活動序幕，並由大會主席陳治光會長致詞歡迎各界嘉

賓，並邀請重要嘉賓致詞。 

蔡次於致詞中除祝賀該會成立 43 週年，也感謝陳會長及所有學長姐的努力，積極聯

繫各地校友會，協助教育部招收學生到臺灣就學，同時也提供校友們很好的服務與照

顧。長久以來，馬來西亞學生的優秀表現有目共睹，教育部提供給僑生各類獎助學金

中，過半受獎人主為馬來西亞籍的學生，許多馬來西亞同學的在校表現都讓教授印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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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留臺創業及工作的成就也相當引人注目。 

教育部對於馬來西亞華社積極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的精神感到欽佩，也希望能為獨

中教師師資不足的問題盡一份心力，因此著手進行試辦選送臺灣數理化教師至獨中任教

計畫，已於 106 年 7 月上旬公告受理申請，未來也將研擬相關精進方案，因應獨中教師

需求，選送優秀臺灣教師赴馬來西亞任教。另一方面，教育部也增加給馬來西亞學生的

獎學金名額，現在推動的「臺灣獎學金」鼓勵馬來西亞學生赴臺修讀學位課程，106 學年

度起從 20 名增加至 35 名，希望讓更多有志赴臺深造的學生在經濟上無後顧之憂。活動

於晚間 10 時 30 分左右圓滿落幕。 

 

 

 

 

 

 

 

 

 

蔡政務次長應邀於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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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後左一）蔡政務次長與留臺聯總陳治光會長（桌後左二）、章計平大使（桌後左三）、留臺聯總永久名

譽會長丹斯里吳德芳（桌後左四）共同慶祝「留臺聯總創會 43 週年文華之夜」 

 

7 月 9 日 （日） 

一、與雪蘭莪暨吉隆坡留臺同學會主要幹部座談 

蔡政務次長於 7 月 9 日上午 10 時應雪蘭莪暨吉隆坡留臺同學會邀請，就鼓勵馬國中

學生認識臺灣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性高等教育展及未來臺灣教育中心與留臺組織的合作

議題交換意見。 

該會洪進興會長同時亦為留臺聯總署理會長，長期協助我國宣傳高等教育優勢。除

辦理雪隆地區臺灣寶島教育展外，並提供馬國學生認識臺灣大學校院、體驗大學生活機

會；洪會長除舉辦遊學團，讓參與的學生對臺灣的大學有深刻印象外，活動結束後亦能

向周遭親友及同學分享經驗，進行 有力的宣傳。洪會長希望教育部未來能夠協助該會

與大學校院合作，提供更多遊學團可以參訪的學校名單。另外就臺灣教育中心在馬國業

務推動項目，洪會長亦表示願提供相關協助。 

蔡政務次長表示，目前教育部會針對馬來西亞臺灣教育中心在當地推廣業務的方向

進行審視，希望留臺組織能提供駐組意見以利雙方業務推動不會重複。舉辦馬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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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臺遊學團活動立意良善，將加強向學校宣傳。至區域性高等教育展部分，學校每年受

限於預算經費，如留臺組織辦理次數頻繁，恐將使校方參與意願降低，只能擇重點地區

參與，因此尚須留臺聯總與各地區同學會協調，訂定年度辦理期程，提供我國大學校院

自行選擇為宜，如此方能順利推動新南向人才培育雙邊交流，達到彼此互利互惠。 

本次座談會後，洪會長宴請與會者享用便餐並合影留念。 

 
蔡政務次長（右四）與雪蘭莪暨吉隆坡留臺同學會洪進興會長（右五）及主要幹部 

於會後餐敘合影留念 

 

二、離馬 

7 月 9 日結束與雪蘭莪暨吉隆坡留臺同學會座談行程後，蔡政務次長一行於 12 時由

教育組朱組長及白秘書陪同前往吉隆坡國際機場，教育組同仁則另先前往機場辦理禮遇

通關事宜，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尹公使新垣代表章大使計平前往送機。蔡政務次長一行於

下午 2 時 40 分搭乘中華航空 CI-722 號班機離開吉隆坡，並於當日晚間 7 時 20 分返抵桃

園中正國際機場，結束此次訪問馬來西亞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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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與建議事項 

今年是「新南向政策」行動年，馬來西亞係國內各大學進行學術教育交流合作

的重點國家，民間交流及對話是拓展我國國際能見度最佳方式。留臺聯總辦理臺灣高

等教育展除為馬國培育無數優秀社會中堅份子外，也促使臺馬雙邊人才、貿易、教育

及文化交流更為活絡。目前大馬臺商多為 90 年代前往開拓發展，在當地社會擁有相

當的發言權及影響力，並與留臺校友組織友好。 

本次蔡政務次長一行前往馬來西亞訪問，看到當地華社、留臺校友會對「教

育」的堅持，也看到許多雙邊教育合作交流的契機，並與馬來西亞政界、學界、業界

代表進行交流，也聽到諸多臺商、留臺校友對當前發展提出的問題與建言，以下針對

相關問題提出整理與分析： 

一、 試辦選送臺灣數理化教師赴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任教方案 

馬來西亞政府在民國 50 年推出《教育法令》，目標在使馬國華文中學改制成以

馬來文授課之中學。馬來西亞華社為堅守母語教育之傳統，部分華文中學拒絕改制，

因而完全失去馬國政府的經濟資助與承認，被稱為「獨立中學」，目前有 60+1 所獨

中。其畢業生之統考文憑因不受馬國政府承認，所以獨中生畢業後多選擇出國留學，

成為我國境外學生的主要來源之一。 

大馬獨中須自籌經費辦學，長期以來許多科目皆面臨師資不足之困境，根據教

育組觀察，在獨中授課之老師倘具有留臺背景，基於在臺就讀期間產生之情誼，上課

期間多會鼓勵學生畢業後考慮來臺升學，成為我國吸引馬國學生來臺的第一線人員；

另一方面，我國選送教師進入獨中以華語教授各類科目，除有助維護馬來西亞獨中

「華教」體系，更有助加深我國對馬來西亞「華語文教育市場」之影響力，讓馬國學

校更全面了解我國教學優勢及特色。 

教育部已於 106 年 7 月上旬公告受理申請試辦選送臺灣數理化教師至獨中任教

計畫，有關退休年資採計部分，106 年 8 月 9 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略以，公立學校教師退撫新制實施後曾

任僑委會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僑（華）校年資，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

休年資，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有關敘薪年資採計部分，教育部於 105 年 5 月函

釋「教師待遇條例」規定，有關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

的年資，若任教時有合格教師證書、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以

鼓勵儲備教師至獨中任教，協助當地推廣華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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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加強宣導上揭 2 項政策，以提高我國合格優秀教師赴馬來西亞獨中任

教誘因，除有助教育組在馬國推動招生工作外，亦可透過師生朝夕相處及孕育薰陶

下，培育日後友臺之馬國人士，具體落實我國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之人才交流面向。 

二、 配合高等教育展辦理期間，舉辦臺馬大學校長論壇 

本次蔡政務次長率領 7 所大學校長、副校長赴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與該

校各學院代表座談，該校人員除對我方與會代表之說明表示興趣外，UKM 校長建

議，未來可研議於每年辦理高等教育展期間由大學正、副校長帶隊參展，藉此機會一

併辦理臺馬大學校長論壇。惟受限於留臺聯總每年於 7-8 月間辦理之高等教育展係宣

傳我國教育優勢為目的，且適逢我國學校暑假期間，各大學正、副校長多另有行程，

以今年為例，多數國立大學及知名私立大學正、副校長皆未隨團赴馬參展。將請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與各大學進行討論，蒐集意見後再辦理評估作業。 

三、 強化大專校院營造穆斯林友善環境 

目前馬國在臺大專校院正式修讀學位外籍生人數已從 101 學年度 2,280 人增加至

105 學年度 5,044 人，成長約 1.2 倍。各大學在國際化評比中，外國學生人數是一項

參考指標。目前我國多所大學已設置穆斯林祈禱室、學生宿舍提供穆斯林學生使用的

廚房，以及增設獲清真認證之校園餐廳。此外，全英語課程也陸續開辦中，建議未來

繼續協助輔導其他學校建置相關設施，如以補助方式鼓勵學校辦理，以達成新南向政

策以人為本，用心交流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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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件一 訪問行程表 

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Day 1 

時間 行程項目 備註 

08:50 自臺北出發前往吉隆坡 搭乘華航 CI-0721 班機 

13:30 抵達吉隆坡國際機場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章大使計平及朱組長

多銘及白秘書博文等人接機 

15:30 參訪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 Royal Selangor Visitor Centre 
4, Jalan Usahawan 6, Setapak Jaya 53300 
Kuala Lumpu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Tel：+603-41456122 

17:30 旅館 Check In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Jalan Putra 50350, Kuala Lumpur 
Tel：+603-4042-5555 

19:00 出席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

總會長拿督江文洲先生晚宴 

 

皇宮海鮮酒家 
The Grand Palace Restaurant 
Lot 6.39.00, Level 6, Pavilion Kuala 
Lumpur 168,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Tel：+603-2143-1128 

22:30 返旅館休息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106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Day 2 

08:50 出發赴會場慰勉我國各校參展人員 吉隆坡太子貿易中心(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 4 樓展覽廳 

41, Jalan Tun Ismail, 50480 Kuala 
Lumpur 
Tel：+603-2614-6999 

11:00 吉隆坡「臺灣高等教育展」開幕儀式 

(蔡政務次長致詞) 

同上 

12:15 與馬來西亞教育部張副部長盛聞餐敘 Kofuku Japanese Restaurant 
Level 4 Seri Pacific Hotel Jalan Putra 
50350, Kuala Lumpur 
Tel：+603-4049-4412 

14:00 赴 UKM  

15:00 -16:30 

 

訪問馬來西亞國立大學（UKM）並與

相關教職員座談 

Prof. Datuk. DR. Noor Azlan Ghazali 
校長 代表接待 
Chancellery Building,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43600 UKM Bang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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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出席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得主姚迪剛

先生晚宴 

 

陽城酒家 Restoran Noble House 

No.19, Jalan Delima, Off Jalan Imbi, 

55100 Kuala Lumpur 

Tel：+603-21458822 

22:30 返旅館休息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106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Day 3 

10:00 -11:00 

 

於旅館內接受媒體星洲日報（中文）

專訪 

採訪記者：吳珍妮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30th , Club Lounge 

11:20 自旅館出發  

12:00 出席興北馬來西亞校友會午宴 

 

雪州喜來登(八打靈再也)海鮮酒家 
Hee Lai Ton Restaurant  
Unit L5-001(B) & L5-001(C), Level 5, 
Menara B, PJ Centrestage 
No.1, Jalan 13/1, Seksyen 13, 46100 PJ, 
Selangor 
Tel：+603-7629-8666/+6012-552-1139 

14:30 返旅館休息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16:00 於旅館內接受媒體太陽報（The Sun）

（英文）專訪 

採訪記者：Adrian Phung Chun Hou 
HP：+6012-9800628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30th , Club Lounge 

19:00 出席留臺聯總「文華之夜」晚宴 

 

吉隆坡太子貿易中心(PWTC)宴會廳 

23:00 返旅館休息 吉隆坡斯里太平洋酒店 
Seri Pacific Hotel 

106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Day 4 

9:20-13:30 

 

1. 文教參訪 

2. 前往吉隆坡國際機場 

 

14:40 搭乘華航 CI-0722 班機返臺 教育組朱組長、白秘書送機 

19:2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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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高等教育展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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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星報專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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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出席興北馬來西亞校友會午宴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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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英文太陽報（The Sun）專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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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文華之夜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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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馬來西亞學制介紹 

馬來西亞採用中央集權的教育行政制度，由教育部掌控全國教育系統。馬國自

1961 年決定採用之學制為：6（小學）＋3（初級中學）＋2（高級中學）＋2（大學預

科）＋3（大學）制。 

其學期劃分為：上學期 1～6 月，下學期 7～12 月(與臺灣不同)。在各學習階段，

可依學校受政府補助情形不同，區分出不同類型之學校： 

一、 小學：通常是公立或半公立，私立小學只有外僑國際小學及民辦雙語小學 

1. 國民小學：接受政府全額津貼； 

2. 華文國民型小學：接受政府全額津貼須受政府控管；接受政府部分津貼者具

有較高自主性。 

二、 中學學制：   

1. 國民中學：接受政府全額津貼； 

2. 國民型中學：接受政府全額津貼須受政府控管；接受政府部分津貼者具有較

高自主性。 

三、 體制外學校： 

1. 華文獨立中學：政府不提供補助津貼但仍管制課程及學校制度。 

2. 私立宗教中學—高中開始分流為普通中學、工藝中學、宗教中學三類。 

四、 重視考試評量： 

1. 小三～小四：PTS 

2. 小六～中一：UPSR 

3. 中三～中四：PMR（業於 103 年改制為「校本評估」） 

4. 中五～預科(中六)：SPM（相當於 O level 考試或 SAP） 

5. 預科(中七)～大學：STPM (相當於 A level 考試) 

6. 獨立中學另外舉辦初中統考文憑及高中統考文憑：此文憑雖普遍受世界各國

承認，惟不受馬國政府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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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馬來西亞招生市場介紹 

一、 馬來西亞中學學制簡介 

馬來西亞中學學校可分為下列 3 類： 

1. 國民中學： 

接受馬國政府全額津貼，除了英語，其他科目均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 

開設課程以 5 年制為準，惟部分學校也開設中六課程。 

2. 國民型中學： 

接受馬國政府半數津貼，除了英語，其他科目均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但華文科

被列入正課內。開設課程以 5 年制為準，惟部分學校也開設中六課程。 

3. 獨立中學： 

馬來西亞政府在 1961 年推出《教育法令》，目標在使華文中學改制成為以馬

來文授課之中學，馬來西亞華社為堅守母語教育之傳統，部分華文中學拒絕改

制，因而完全失去馬國政府的經濟資助與承認，被稱為「獨立中學」。其畢業生

之統考文憑因不受馬國政府承認，所以獨中生畢業後多選擇出國留學，成為我國

境外學生的主要來源。 

獨立中學學制基本為 6 年制，畢業生須應試統考及格後方可視為獨中畢業，

統考文憑雖不受馬國政府承認，但被我國政府接受承認。 

 

二、 馬來西亞學生在馬升學相關規定介紹 

（一） 馬來西亞教育系統承襲英國考試制度，官方針對中學學生訂有 2 類學力評估測

驗： 

1. SPM－馬來西亞教育文憑：供中學五年級（相當我國高二）學生參加之畢業考

試； 

2. STPM－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供中學六年級（相當我國高三）學生參加之畢

業考試，通過者相當獲得英國 A-Level 考試成績。 

（二） 持 SPM、STPM 在馬申請就讀大學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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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馬來西亞規定，STPM 為國立大學認可的公共考試，通過學生可持成績申請

就讀大學；反之，持 SPM 學生則須補修特定課程，方得持 SPM 成績向大學提出入

學申請，不得直接申請進入大學就讀。 

（三） SPM 文憑在馬效力： 

在馬國持有 SPM 文憑，不論該生係畢業自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獨中或國

際學校，皆可視為中五畢業生，學生可據此申請就讀中六、A-level、Foundation

課程，或持該文憑應試公職、進入職場。 

由於 SPM 文憑在馬受到普遍接受與承認，馬國多所辦學優秀之獨中乃開始推

行雙軌制，鼓勵學生於完成高二課程後參加 SPM 考試，並以 SPM 通過率作為辦

學績效指標，據以使家長相信進入獨中就讀之孩子程度不會落後於公立學校學生

（按，馬國官方目前並不承認獨中畢業生所持有之統考文憑）。 

（四） 統考文憑： 

考量從 1962 年至 1974 年間，華文中學或華文獨立中學沒有一個特別為它們

設立的統一考試。各校自己辦畢業考試和頒發畢業成績證書。一些學生參加政府

考試獲得及格成績後便轉去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就讀。其他學生則以學校的畢

業證書到，如：新加坡的南洋大學或臺灣各大學深造。因此 1973 年底《華文獨

立中學建議書》乃建議獨中應舉辦統一考試，此項考試係供華文獨立中學的初中

三年級和高中三年級學生報考。 

統考通常於每年 1 月開放報名，10 月下旬舉辦，12 月放榜，統考文憑目前已

普遍受世界各國接受承認，惟尚未獲得馬國政府接受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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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制度介紹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以國家公立為主體，公立大學與私立高等院校並存。公立大學

的高等教育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進入公立大學的申請者必須具有 STPM 成績或完成

大學預科班（取得 A-level 證書）。 

因為大學遴選條件模糊、無明確入學標準沒，所以學生考試成績即便優秀，也不

能保證能順利進入當地公立大學就讀。目前，馬來西亞設有公立大學 20 所，近年來

這些大學開始對國外自費留學生開放，使中國赴馬留學生人數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

勢。 

在 2004 年之前，所有在高等教育機構執教的講師必須具有碩士以上的學位。但

高等教育部在 2004 年 10 月宣布，特定行業的專業人士倘能為課程增加價值，即使不

具有碩士以上的學位，也可申請進入大學擔任講師。 

馬來西亞私立高等院校眾多，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兼招本國學生和外國留學

生。私立院校大多採用引進英國、澳大利亞等國高等教育課程，開設學分轉移和雙聯

課程的教育模式，少數外國高等院校在馬來西亞設立的分校亦屬私立性質。馬來西亞

私立高等院校課程品質由國家學術品質鑑定機構（MQA）監督審查，各私立院校通過

國家學術品質鑑定機構認證的課程可瀏覽 MQA 網站查詢。 

  （網址：http://www.mqa.gov.my/mqr/index.htm） 

 高等教育學制：修業 3～5 年，包括： 

一、 國立大學(其中國際回教大學以英語授課) 

二、 公立學院、私立高等教育機構。 

三、 私立大學：1971 年起開始辦理大學民營化；1996 年建立私立大專法案，推動

私立學院辦理雙聯學制及海外學校分校(2+1 及 3+0)，私立大學蓬勃發展。 

 學程內容：博士(Ph.D.)、碩士(Master)、學士(Bachelor)、文憑(Diploma)、證書

(Certificate)、專業課程(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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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現況分析 

馬來西亞政府在 1961 年推出《教育法令》，目標在使華文中學改制成為以馬來文

授課之中學，馬來西亞華社為堅守母語教育之傳統，部分華文中學拒絕改制，因而完

全失去政府的經濟資助與承認，被稱為「獨立中學」，其畢業生之統考文憑因不受馬國

政府承認，所以獨中生畢業後多選擇出國留學，成為我國外國學生的主要來源。 

以華語作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獨中」華文教育體系包含：國民型小學、獨立中

學、學院（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韓江學院，前兩者已獲准升格為大學學院）。 

而負責統籌獨中課程、資源的非官方組織，亦被視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之民間教

育部組織，則為華校董事聯合會總會和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董教總」），另外華人

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也設有「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 

目前全馬獨立中學為 60+1 所（1 所分校），學生總人數約 8 萬人；教師人數約為 4

千餘人，留臺的在職教師約 2 千餘人，具有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約占 11%；另外部分

接受政府補助的國民型中學則有 80 校，其中華裔學生約達 9 萬 3,000 人。 

105 年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考生人數 43 萬 4,535 人，其中華裔生約 44,208

人，占整體 10.17%；另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STPM）考生人數約為 43,235 人，其

中華裔生約 9,650 人,占整體 22.31%；在政府體制外之獨立中學統考生約 10,200 人，通

曉華文、具赴臺升學潛力總人數超過 9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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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臺馬學歷相互承認 

我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HEEACT)與馬來西亞學術品質鑑定機構

(MQA)業已於 101 年 7 月 20 日針對臺馬兩國大學評鑑水準簽署互信聲明（Statement 

of Confidence），已正式刊載於 MQA 之官方網頁

（http://www.mqa.gov.my→Partners→SoC HEEACT-MQA）；高教部何國忠副部長於

102 年 1 月 31 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代表馬國政府宣佈 MQA 將正式承認我國 157 所高

等院校學術資格，包括 58 所公立大學及 99 所私立大學；且 HEEACT 將承認馬來西亞

121 所大專院校之學位。此項學位互認均追溯至 101 年 6 月 20 日起生效。106 年 6 月

「互信聲明」5 年效期屆滿，臺馬雙方預定於 8 月洽商相關續約事宜。 

 

馬來西亞學術品質鑑定機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 MQA）辦理該國高等教育

評鑑機制簡要說明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提供相關資料，說明如下： 

馬來西亞因具備國家資歷架構（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MQF），若欲新

設系所或學程都須經 MQA 評鑑。MQA 以 5 年為 1 個週期辦理系所評鑑、校務審核，於

前揭評鑑表現良好之學校可成為自評機構。此外，MQA 每五年進行一次維持性審核

（maintenance audit），以確保大學維持其內部品保系統品質。 

 

 

 

圖一 馬來西亞 MQA 評鑑流程 

 

依據圖一所示，馬來西亞 MQA 的評鑑流程可分為「學程認可」、「機構審核」及

「自我認可」，相關簡介如下： 

1. 「學程認可」（programme accreditation）分為以下兩種等級： 

（1） 暫時性認可（provisional accreditation）： 

顯示該學程已達到最低要求。這個等級是學校開辦新學程時，藉此認可以

尋求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 MOHE）批准辦理學程

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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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部（最終）認證（full or final accreditation）： 

表示該學程已達到 MQF 的效標和標準。 

2. 「機構審核」（institutional audit）則有很多種形式，可以是綜合性或者主題

性；亦可以是單一院系，或橫跨許多院系。 

3. 「自我認可」（self-accreditation）是機構評核的最高等級，賦予高等教育機構

「自我認可」的地位，讓學校能自行審視該校學程。「自我認可」有時候也被

稱為「系統審核」（system audit），「自我認可」的機構評核，聚焦在學校內

部評鑑學程品保系統的能力和潛力。換而言之，學校一經獲得「自我認可」之

評核等級，即代表 MQA 認可學校內部的品保系統(MQA, 2009)。 

除前揭評鑑流程外，MQA 亦發展出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標準實務守則。實務守則以國

際典範為基準，並透過各種會議使該國國內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認同。該守則對

下列領域提供一般性要求的指導方針（評鑑項目指標）：（1）願景、使命和學習成果、

（2）課程設計與支持服務、（3）學生評鑑、（4）學校教職員、（5）教育資源、（6）

學程的監督與評鑑、（7）領導能力、（8）自主性與經營管理及（9）持續的品質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