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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编采组　整理

1975年第一届统考成功举办，为华文独中的发展迎来
重大转捩点，不但让华文独立中学办学者吃下一颗定心丸，
也开启华文独中毕业生升学的大门。

根据董总考试局的统计，截至2017年，共举办了43届
的统考，累积考生人数已达619,237名，分别为高中240,484
名，初中370,434名及技术科8,319名。超过300所国内私立
高等学府接受统考生申请就读专业课程、双联课程及其他大
学课程，而国外也有超过1000所公立、私立高等学府认可
统考的学术水平，接受统考生直接申请入学。

即便受到国内外高等学府的承认，然而统考生至今为
止仍不能以统考证书进入国立大学就读。有些组织甚至一些
团体以令人匪夷所思的理由反对政府承认统考。尽管华社通
过各种管道表达希望政府承认统考，最终却沦为一次又一次
的大选宣作秀，一次又一次的在希望和落空里打转。

高中统考考试现场。

第一届统考在1975年开始举办，至今已43届。

1975年第一届统考考试现场。

统考的由来？举办的目的是什么？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简称统考，其所颁发的文凭称为统一考试证书，英文名称为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简称UEC。董总负责为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举办高初中统一考试。统考的举办目的为：

① 统一衡量各华文独立中学的学术水平；
② 为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制造有利的条件；
③ 为本地大专院校和外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招生的学术依据；
④ 为社会人士提供一项征聘人才的依据。

在《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下，中学阶段只有“全部津贴中学”（“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
两种，其学生参加所规定的中学公共考试；不再有“局部津贴中学”；如果华文中学要获得全部津贴，就得改制为

争取承认
华文独中统考之艰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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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学（“国民型中学”）；1962年1月1日起，政府停止对不接受改制条件的局部津贴中学
的津贴，这些中学与其他已独立且不获得政府津贴的中学，属于“独立中学”（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该报告书指应允许“独立中学”继续成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唯它们必须遵守法定要求，若不遵守则吊销学校注册。

那些拒绝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和后来在改制中学开办的独立班而延伸创办的华文
中学，以及在1962年至1968年在砂拉越创办的华文中学，都没有获得政府的津贴，因此
得独立自力更生，成为“华文独立中学”。

有鉴于当时独立中学缺乏一项统一鉴定独中毕业生的水平考试，不利于独
中毕业生升学。1973年底，《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的发表为华文独立中学确
立了正确的办学路线和方针，指明了华文独立中学发展的方向。董教总设立
了董教总华文独立中学工委会，在工委会下设立了统一考试委员会。1974年 
《统一课程及考试小组报告书》出炉，于是筹办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初中
统一考试正式从研拟过程进入执行阶段。

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筹备，1975年正当第一届统考举办前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突然召见董教总领袖，
并指示停办统考。时任董总主席林晃昇表示举办统考并非几个人的事情，停办必须要向法律顾问咨询、开中委会
议、各州要开会讨论等，要求给予2个月时间。

随之，董教总在1975年11月30日于雪华堂召开各州董联 会、教师会、校友会代表、独
中工委会、独中董事长及校长的联席会议，一致 议决维持原定统考计划。第
一届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初中统一考 试终于排除万难在1975年
12月11日、12日以及15、16、17日如期顺利举 办。

第一届统考获得华社和各

地华文独中的热烈响应，

顺利于1975年如期举行，

考生人数达6千多人。

统考的科目有哪一些？

独中统考分为初中统考、高中统考及技术
科统考。初中统考共设8个考科，计有华文、马
来西亚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地理及
美术。

高中统考共设22个考科，计有华文、马
来西亚文、英文、数学、高级数学、高级数学
（I）、高级数学（II）、历史、地理、生物、化
学、物理、商业学、簿记与会计、会计学、经
济学、电脑与资讯工艺、美术、电学原理、电
子学、数位逻辑及电机学。

技术科统考则设5个考科，计有工业英文、
汽车修护、汽车修护（实习）、美工及美工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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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与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
A水平（A-Level）等级对照

三种文凭的等级对照表如下：

UEC A1 A2 B3 B4 B5 B6 C7 C8 F9

STPM A A- B+ B B- C+ C C- D+ D F

A-Level A B C D E F

争取政府承认统考的漫漫长路

1979年4月6日 • 董总在各州属会第8次联席会议上通过12项提案，包括请求教育部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资格，并录取拥有该资格之华校高中毕业生，受训成为华文小学合格教师。

1983年7月30日 • 董总在各州属会第19次联席会议上通过9项提案，包括吁请政府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以进入本地大学及师训学院就读。

1986年5月18日 • 董总在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6项提案当中，包括促请政府承认独中统考证书，接受华
文独中高中统考证书作为师训学院华文组录取学员的资格。

1988年9月24日 • 基于华文独中统考证书已获得许多国外大专学院承认作为入学资格，董总在各州属会第
34次联席会议上吁请政府承认独中统考证书。

1990年5月27日 • 全国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常年赞助人大会上通过5项提案，包括促请政府以开明的态度，承
认独中统考证书的学术资格，并无条件援助独中的发展。

1991年6月20日 • 教育部部长苏来曼在国会下议院以书面回答表示，根据《1956年拉萨报告书》，政府不
会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1992年7月30日 • 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表示，教育部没有权力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1996年3月8日 • 教育部建议以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的国文试卷，取代全国华文独中高中统考国文
试卷，以进一步提高统考证书的价值。

1996年4月6日 •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考试局发表文告指出，教育部建议以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的国
文试卷代替独中统考的国文试卷，应先考虑两张试卷学术程度的差异。此外，文告也指
出将进行广泛及深入的探讨。

1996年5月9日 •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负责人与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及教育部考试局官员进行会谈，并促请
教育部允许华文独中生报考大马教育文凭国文单科考试，作为申请进入本地大专院校及
师训学院的条件，这项会谈未达至共识。

统考与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
A水平（A-Level）同等级吗？

由于有超过1000所的国外公立、私立高等
学府接受统考生直接申请入学，所以与大马高
等教育文凭（STPM）及A水平（A-Level），
可视为是同级的文凭。由于，都属同级的文
凭，其转换公式可用正比法得出。

统考是协助独中生走向世界各大学的最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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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26日 •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议决，坚持政府应尽速承认统考证书。

1998年10月8日 • 董教总吁请政府全面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作为进入本地政府大专就读资格之一。

1999年6月16日 • 教育部策划与教育政策研究组在会议上议决，高中三或独中高中统考证书不能被接受为
政府大专院校和私立大专院校任何课程的入学资格。

1999年10月13日 • 董总主席郭全强指出，国内4所私立大学已接受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为入学资格。

1999年11月19日 • 教育部原则上批准拉曼学院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作为报读该学院各科系的资格。

2000年3月28日 • 董教总发表文告，抗议教育部策划与教育政策研究组在1999年6月16日的会议上，议决高中
三或独中高中统考证书不能被接受为政府大专院校和私立大专院校任何课程的入学资格。

2000年3月29日 • 内阁议决推翻教育部策划与教育政策研究组，关于不允许国内大专院校接受持高中三资
格或独中统考证书学生就读的决定。

2002年 • 国家学术鉴定局发出“私立大专入学资格指南”，所有私立大专课程的最低入学资格，
除了必须拥有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PM）、华文独中统考文凭、A水平、大学预科文凭
（STPM）或同等资格以外，还必须具备大马教育文凭国文科目及格。

2004年5月22日 • 国家学术鉴定局规定，以华文独中统考证书、A水平文凭及外国大学预科文凭申请进入国
内私立大专的学生，必须具备大马教育文凭国文科目及格，否则不被录取。

2004年5月23日 • 董教总发表文告，促请政府立即取消由国家学术鉴定局所规定的不合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规定。

2004年5月25日 • 内阁议决持有统考证书的独中生，获准进入私立大专就读，不需要另外考获大马教育文
凭国文科及格。

2007年10月22日 • 教育部部长希山慕丁表示，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不符合国家的教育体系，该部不会承认统
考证书。

2007年10月24日 • 董教总针对教育部部长希山慕丁于10月22日表示教育部不承认统考证书发表文告驳斥之。

2009年5月26日 • 七华团代表与教育部部长慕尤丁针对各项华教课题进行交流，慕尤丁重申政府不会承认
华文独中统考证书及拨款资助独中。

2009年5月29日 • 七华团联合发表声明，斥责政府依然坚持实施单元化教育政策。

2010年6月10日 • 首相纳吉宣布，政府考虑让拥有大马教育文凭（SPM）的独中生申请师范学院华文组课
程，以解决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

2011年3月24日 • 教育部宣布，统考生报读师训华文组课程，需具有统考3科优等、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国文
科优等以及英文科及格。

2013年4月1日 • 首相纳吉与董总6名代表会面商讨华教课题，过后双方针对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事宜发
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首相承诺将在短期内与教育部和高教部探讨承认华文独中统考
证书，以求达致一个可获各方接受的方案。

2015年4月18日 • 第23届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第3次会议，一致决定成立“承认统考专案小组”。

2015年10月2日 • 董总与砂拉越大学（UNIMAS）和公共服务局三造代表召开砂拉越州承认统考讨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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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1日 • 雪兰莪州政府在州行政会议上，正式通过接受统考证书及A水平考试（A Level），作为
申请雪兰莪大学（UNISEL）及雪兰莪国际回教大学（KUIS）的资格。

2015年10月30日 • 雪兰莪州大臣阿兹敏表示，雪兰莪大学（UNISEL）将于2016年起，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
书。

2015年11月7日 • 高教部副部长叶娟呈发表文告指出，华文独中统考不符合《1996年教育法令》中所阐明
的国家课程纲要，因此高教部不会承认统考证书。

2016年3月9日 • 砂拉越州首席部长阿德南宣布砂州政府承认统考证书。

2016年3月22日 • 董总致函高等教育部部长依德利斯尤索要求安排会面以探讨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2016年5月5日 • 董总发表文告，促请副首相阿末扎希协助安排三方代表（教育部、高教部与董总）进行
会谈，以探讨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一事。

2016年5月26日 • 董总致函首相纳吉要求安排会面以探讨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

2016年10月6日 • 董总发函首相特使张庆信，吁请协助推进承认华文独中统考工作。

2016年11月13日 • 首相纳吉针对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的事宜，会见董总主席刘利民及教总主席王超群进
行交流。

2016年12月5日 • 董总致函砂拉越州首席部长阿德南，并附上华文独中统考的历史课纲与考纲，希望砂州
首长以协助推进统考证书承认事项。

2016年12月7日 • 董总接获首相特使张庆信发给教育部的信函，促请教育部部长马哈基尔卡立加速承认华
文独中统考证书工作。同时，他也促请教育部部长安排与董总、首相以及高教部长会
面，以讨论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事宜。

2016年12月9日 • 董总接获雪兰莪大学（UNISEL）志期2016年10月10日，关于承认统考证书为该大学入学
资格的通知函。

2017年2月3日 • 副首相阿末扎希向媒体表示，将指示教育部深入研究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证书，之后将研
究报告呈给首相纳吉，以便带入内阁讨论。

2017年3月27日 • 董总致函教育部部长马哈基尔卡立与高等教育部部长依德利斯尤索，表明希望就承认统
考问题能够举行三方会谈。此外，董总也致函首相纳吉，表明希望首相能够促成三方会
谈的举行。

2017年7月14日 • 董总应民政党全国主席马袖强邀请，就政府承认华文独中统考课题进行交流。

2017年10月9日 • 董总主席刘利民应副首相阿末扎希之邀，于布城副首相办公室，商讨政府承认华文独中
统考事宜。

2017年12月9日 • 董总在第30届董总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议决“向世界各国学术认证机构争取认证华文
独中统考的学术水平”。

2018年5月31日    • 教育部部长马智礼表示，教育部将在开斋节后会晤董总、教总等华教机构，以探讨承认
华文独中统考事项。

（综合整理自各大报章的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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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泉博士：
承认统考是华族的基本人权

“承认华文独中统考的重要性和目的，归根结底，
是维护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部分的华族基本人权。”

杨泉博士续说：“教育是各类基本人权的重要一
环。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它不分种族、性
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
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因此，在教育人
权问题上，所有族群在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下，都
应享有受高质量教育机会，发展他们的潜能，提供他
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确保他们。这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贯主张。人权的普
世性已被作为国际法在《联合国宪章》中‘对所有人
不加区别’地规定下来。”

他也指出，实际上，1961年教育法令把华文媒介

访谈篇

语中学（独中）排斥在国家教育系统大门之外，妄图
迫使华小学生接受非母语媒介语的中学教育，限制完
整华文教育体系的行使范围。不肯接受改制的华文中
学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和维持，迫使华社不得不出钱出
力，自力更生的把华文（独立）中学办下去，而为华
文独立中学所办的高中统一考试文凭，尽管受到多国
的著名大学承认，却不被本地政府大专院校接受成为
入学资格，更何况我国政府拒绝承认独中统考证书是
基于政治考量而非学术水准因素。这系列的措施，已
经严重的侵犯基本人权法的保障。

受访者：杨泉博士（统一考试委员会前主任） 
 郭荣锦博士（统一考试委员会委员）
 柯嘉逊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前院长）
 李华联（董总考试局前主任）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董总主席） 
访问与整理： 编采组叶永杰、黄宝玉、宋任瑄、 

张碧之、甘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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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嘉逊博士：
开拓统考生前往英国升学之路 

说起当年成功开拓管道让统考生到英国升学的经
过，柯嘉逊博士忆述：“90年代时期，时任董总主席
林晃昇邀请我加入独大有限公司属下的高等教育升学
辅导处，负责争取国外大学承认统考的工作。当时我
致函予相关大学，并拜访国外驻马大使馆，也亲自拜
访了一些英国的大学，积极争取承认统考的机会。

此外，当国外大学代表到访马来西亚时，我也带
他们到独中参观、介绍统考，让他们更了解统考及独

中。目前，一般的英国大学普遍接受统考生，除了一
些特定的科系，如医科需要取得A水平（A-Level）的
资格，才能升读大一。”

郭荣锦博士：
统考至今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

董总统一考试委员会委员郭荣锦博士受访时表示
认同统考对国家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统考自1975
年设立以来，共举办了43届，造就了无数各领域的人
才，对一个民办的私立考试机构来说，其成就令人瞩
目。

自2004年起，我国私立大专学府就接受统考证
书持有者的申请，教育部则从2010年开始，让独中
生可以高中统考文凭申请进入师范学院就读华文教师
学士课程，多一个升学管道，让学生有机会继续其学
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目前统考证书不只受到国内私立大专学府的承
认，也普遍获得世界各国如中国、台湾、香港，澳
洲，爱尔兰、英国、新加坡、新西兰、日本、美国、
加拿大等国的大专学府承认，有者还可直接报读其大
一课程，说明了它具备一定的学术资格，同时统考独
中生在国内外成绩表现优越，显示统考文凭的诚信
度、高质量。

他认为，统一考试受国家承认是官方对独中教

育与其学术依据的一种肯定、重视，而这是非常重要
的。此外，争取统考承认也是为了让统考毕业生拥有
与其他中学生一样的权利，可申请报读国立大专学
府，同时也能申请政府相关贷学金如PTPTN。如果政
府能承认统考文凭具备与政府颁发的STPM文凭同等
资格，作为就业的学历依据，不但能提高就业机会，
同时也能接受以高中统考文凭申请当公务员。

对于统考未来的发展，郭荣锦博士表示董总仍需
加强学习、借鉴先进的考试评价理念、理论、技术，
同时了解国际教育评量发展的情况，确保统考的优越
性。此外，教育前线者也需要提高教学与课程质量，
确保统考证书的地位。郭博士也建议在不损害考试公
信力的前提下，可考虑逐渐推行校本评估，从而建构
一个符合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统考特色的评价标准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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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争取道路上受困于政治 

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受访时表示：“拥有
43年悠久历史的独中统考，纵然已获得许多国外大学
和国內私立大学的承认与肯定，以作为入学的资格，
唯独不受国内任何大学承认。大马华社与政府对抗了
近半个世紀，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认可，当中最终的
目的，是要政府承认统考等同于STPM，让华文独中
生能以统考证书进入我国国立大学就读及申请成为公
务员。”他认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力争统考文
凭获得承认不仅让独中生可进入国立大学深造或申请
成为公务员，更重要这是对华社民间办学的肯定，认
可华文教育对于国家的建设与贡献。”

统考文凭已达致可直接进入外国大学门槛水平，
学术水平毋庸置疑。他说：“我们要政府承认统考等
同于STPM，如果政府接受统考生进入国立大学，就
等于独中统考相等于STPM水准。更重要的是，独
中统考水平能与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同等资
格，学术水平更进一步备受肯定。一旦独中统考文凭
获得承认，许多独中毕业生就有更好的前景，包括选

择在本地大学深造，而无需到外国。承认统考攸关学
生的将来，也是为国储才的最佳办法。”

他也指出，40多年来，我们爭取政府承認統考的
努力和坚持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国一直倡导的单元
教育政策，却是导致我们在向政府争取承认统考的过
程中障碍重重的关键要素。

他说：“政府没有以宏观的角度而以狭窄单元化
的思维来看待这项教育课题，这也是为什么在承认独
中统考的课题上政府的态度总是模凌两可的。这也是
为什么自2003年后，争取承认独中统考已演变成政治
课题，变得越来越有挑战，也越来越难解决，多年来
都无法摆脱政治的困扰。”

李华联：
统考来时路靠华教前辈苦苦争取 

曾担任董总考试局主任长达28年的李华联表
示：“统考乃种族政治催生的，在自立更生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赢得全球许多名列前茅的大专的承认，更
遑论中国及台湾的所有大专。

他说：“43年了，我国一直受限于种族政治，一
直排斥统考，一直不以统考为民间社团创办而引以为
傲，一直在政治圈中耍弄统考，什么“一里路之遥”说
得出口，全然不以学术水平来衡量，不以培育人才来
思考。但统考不会因此而自我矮化，仍坚持一贯立
场，年年举办。争取国家无条件承认，这是尊严！

独中三语并重，独中生不是不会讲国语，不是
不认识国文，为什么要列SPM国文及格才承认统考 
（外国留学生则不需此限制），这是不是画蛇添足！
有多少独中出身的政治人物不是国语、英语讲得头头
是道。”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独中日渐式微。林老总及
一批华教人士，奋起发起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统考应
运诞生。独中站立了，为国家栽培了多少英才，与
STPM齐列。”

他也质疑说：“统考又不是没有“马来西亚文 
（国文）”一科，为什么不改列统考国文科及格就受
承认？为何还要多考SPM？当年中国大陆所有大专
限制马来西亚学生（当然其他国家也一样）要到中国
大陆及台湾深造，须有“汉语水平考试文凭”，几经力
争，摆道理，才获得以统考证书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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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华文独中统考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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