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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馬來西亞近年總人口及華人人口

     單位：千人；%

年別
總人口

(千人)
華人人口

(千人) 年增率(%)
華人占總人口 

比率(%)
1995 19,376.6 5,310.9 - 27.4
2000 22,081.8 5,761.7 2.9 26.1
2001 22,524.4 5,842.4 1.4 25.9
2002 22,970.9 5,920.2 1.3 25.8
2003 23,656.5 6,036.0 2.0 25.5
2004 24,125.3 6,114.9 1.3 25.3
2005 24,583.5 6,187.4 1.2 25.2
2006 25,035.4 6,253.9 1.1 25.0
2007 25,508.5 6,324.3 1.1 24.8
2008 26,003.4 6,399.2 1.2 24.6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註：馬來西亞統計局之人口資料，在2002年10月前為年中人口數，之後為年終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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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華人人口分析

新
加坡簡稱星洲，位於東南亞馬來半島南端的小島上，與馬來半島有長堤相連，新加坡的國土

面積約710平方公里，除了本島之外，還包括其周圍的數十個島嶼。1819年，任職於英國東印

度公司的史丹福˙萊佛士與馬來半島的柔佛蘇丹（國王）簽訂條約，獲准在新加坡建立交易站和殖

民地。由於新加坡具備天然海港的條件，且擁有戰略上的優越位置，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直是英

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據點；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採用自由貿易政策，吸引了整個亞洲，甚至遠至中

東及美國的商家前往經商，從此奠定了新加坡的商業經營基礎，遂發展成為今日世界聞名的商埠。

新加坡古稱「淡馬錫」，原為馬來西亞柔佛王國的一部份。1824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1832年

成為英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英國在1826年至1946年間對位於馬來半島的3個重要

港口和馬來群島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的中央政府所在。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佔領新加坡超過3年，

並將新加坡改稱「昭南特別市」。1945年8月，英國重新管轄新加坡，1946年改為直轄殖民地。新

加坡在1959年取得完全自治，當年5月舉行第一次大選。1963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沙勞越和沙巴

組成馬來西亞聯邦，但於1965年8月9日退出，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1871年4月新加坡舉辦第一次普查，此後每10年辦理一次，至1931年為止已辦理7次，之後受二

次大戰的影響延至1947年舉辦第8次普查、1957年辦理第9次。獨立之後的首次普查於1970年舉行，

之後分別在1980年、1990年及2000年辦理。另外，1995年開辦第一次小型普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GHS），2005年辦理第二次，本文主要根據第二次小型普查結果及新加坡統計網站最新發

布的資料描述新加坡華人的人口特徵。

壹、人口概況、年齡及性別結構

新加坡的華人主要來自中國福建、廣東和海南等地，其中大部分為福建人，其次為潮州人、廣

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等。根據新加坡統計局資料顯示，2008年居民總計364萬3千人，其中華人計

272萬2千人，占74.7％，馬來人占13.6％，印度人占8.9％，其他族裔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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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新加坡人口種族分布

單位：萬人；％

年份 總人口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990 273.6 212.8 77.8 38.4 14.0 19.4 7.1 3.0 1.1
2000 327.3 251.4 76.8 45.5 13.9 25.8 7.9 4.7 1.4
2008 364.3 272.2 74.7 49.5 13.6 32.3 8.9 10.2 2.8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

華人當中男性134萬人，女性138萬2千人，性比例約97.0；相較於2000年普查之251萬4千人，華

人人口增加率約8.3%，性比例較2000年之98.9為低。15歲以下人口占16.7%，較2000年普查之19.7%

下降3個百分點；65歲以上占9.6%，較2000年之7.5%增加2.1個百分點；年齡眾數則落在40-44及45-49

歲二年齡組。

圖一、華人年齡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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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08年華人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單位：人；百分比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總合 2,721,800 1,339,600 1,382,200 100.00 100.00 100.00
0-4歲 127,700 65,500 62,200 4.73 4.91 4.55
5-9歲 150,000 77,400 72,600 5.56 5.81 5.31

10-14歲 177,600 91,400 86,200 6.58 6.86 6.31
15-19歲 186,700 95,400 91,300 6.92 7.16 6.68
20-24歲 159,800 81,000 78,800 5.92 6.08 5.77
25-29歲 194,900 94,700 100,200 7.22 7.11 7.33
30-34歲 216,100 102,900 113,300 8.01 7.72 8.29
35-39歲 229,000 109,400 119,600 8.48 8.21 8.75
40-44歲 234,500 116,000 118,500 8.69 8.70 8.67
45-49歲 241,100 121,200 119,900 8.93 9.09 8.78
50-54歲 228,400 114,800 113,600 8.46 8.61 8.32
55-59歲 186,800 93,700 93,100 6.92 7.03 6.82
60-64歲 126,800 62,200 64,600 4.70 4.67 4.73
65-69歲 97,000 46,100 50,900 3.59 3.46 3.73
70-74歲 66,300 30,700 35,600 2.46 2.30 2.61
75-79歲 48,100 20,200 27,900 1.78 1.52 2.04
80-84歲 28,100 10,200 17,800 1.04 0.77 1.30

85歲以上 22,800 6,800 16,000 0.84 0.51 1.1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

貳、教育及就業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與英國較為類似，自60年代末期即以英語為基本教學語言。15歲以上非在

學華人當中17.7％具有大學學位，另有14.1％擁有理工學院或是其他文憑（diploma），二者合計佔

31.8％；而25~29歲華人中高達四成擁有大學學位，30~34歲年齡組中亦有三成七，顯示年輕一輩華人

教育程度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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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5歲以上非在學華人教育程度－按年齡別分

單位：％

合計 無證書 小學 中學
理工學院及其

他文憑
大學

總計 100.00 17.24 10.55 40.49 14.05 17.67
15-19歲 100.00 1.63 1.95 87.32 9.10 -
20-24歲 100.00 0.93 1.14 39.88 42.37 15.67
25-29歲 100.00 1.06 1.59 27.37 28.82 41.17
30-34歲 100.00 1.99 3.78 35.20 22.16 36.87
35-39歲 100.00 4.34 6.62 44.83 17.21 26.99
40-44歲 100.00 6.88 11.50 50.42 12.17 19.03
45-49歲 100.00 11.64 16.12 51.47 9.61 11.16
50-54歲 100.00 16.40 16.71 51.65 6.81 8.43
55-59歲 100.00 26.98 17.56 44.00 5.71 5.75
60-64歲 100.00 41.88 16.92 31.99 4.55 4.66
65-69歲 100.00 52.77 16.67 23.71 3.30 3.54
70-74歲 100.00 68.36 13.16 14.30 1.86 2.32

75歲以上 100.00 76.29 9.94 11.57 0.94 1.2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5

依據2005年小型普查，15歲以上就業人口中，具中學學歷者占42.9％最多，其次為大學之

23.6％，理工學院及其他文憑者占17.8％；就業者從事的職業則以助理技術人員最多，占20.1％，

其次為資深幹部及經理，占14.6％。以性別來看，男性所從事職業以資深幹部及經理者最多

（18.4％），其次為助理技術人員（17.3％），再其次為機器設備操作人員（13.6％），三者合計

49.3％；女性則為一般職員（24.7％）、助理技術人員（23.8％）、服務及銷售人員（16.0％），三

者合計64.5％，相較之下，女性的職業型態較男性集中。

表四、15歲以上華人就業狀況－按學歷及性別分

單位：％

合計 男 女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無證書 7.36 7.61 7.04
小學 8.40 9.37 7.12
中學 42.90 43.14 42.59
理工學院及其他文憑 17.79 16.80 19.08
大學 23.55 23.08 24.1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5

表五、15歲以上華人就業狀況－按職業別及性別分

單位：％

合計 男 女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資深幹部及經理 14.61 18.35 9.70
專門技術人員 12.63 12.64 12.60
助理技術人員 20.08 17.29 23.75
一般職員 13.59 5.09 24.74
服務及銷售人員 13.81 12.18 15.95
農漁牧工作人員 0.08 0.12 0.04
技工及相關從業人員 6.66 10.66 1.39
機器設備操作人員 10.00 13.64 5.23
清潔及勞動相關從業人員 5.18 4.36 6.27
其他 3.35 5.67 0.30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5

參、在家使用語言

新加坡為多語系國家，許多華人會說多種語言。華人在家最常使用語言以普通話（國語）最

多，占47.2％，說其他華語方言者為23.9％，二者合計在家常說華語者占71.1％，又在家常說英語者

將近三成。以年齡來看，年齡越大者在家使用方言的比例越高，60歲以上華人超過半數在家都是使

用方言；25-44歲華人當中將近兩成的人在家使用方言，半數左右則是講普通話；15-24歲的年輕族群

則有六成左右在家講普通話。在家講英語的則以年輕人居多，5-14歲在家說英語的比例超過四成。

表六、5歲以上華人在家最常使用語言－按年齡別分

單位：％

英語 普通華語 華語方言 其他

總計 28.69 47.15 23.85 0.31
5-9歲 47.20 50.71 1.76 0.32

10-14歲 42.50 54.83 2.42 0.25
15-19歲 35.73 59.61 4.45 0.21
20-24歲 26.18 62.61 10.92 0.29
25-29歲 24.61 56.79 18.14 0.47
30-34歲 29.13 50.61 19.89 0.37
35-39歲 32.21 49.03 18.45 0.32
40-44歲 31.23 50.02 18.42 0.32
45-49歲 29.92 46.91 22.87 0.30
50-54歲 24.48 46.49 28.77 .025
55-59歲 21.28 37.89 40.56 0.27
60-64歲 15.20 28.94 55.73 0.13
65-69歲 10.90 22.77 65.95 0.37
70-74歲 7.51 15.65 76.55 0.28

75歲以上 6.83 8.23 84.54 0.40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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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學歷來看，教育程度越高在家使用英語的比例也越高，受過大學教育者在家使用英語者高

達48.5％，中學程度者約有四成；相對的學歷越低，在家說華語的比例則較高。

表七、15歲以上華人家最常使用語言－按學歷別分

單位：％

英語 普通華語 華語方言 其他

總計 24.75 44.80 30.13 0.32
中學以下  5.31 42.38 52.08 0.24

中學 29.63 49.57 20.58 0.22
高中 34.37 49.28 16.11 0.23
大學 48.50 38.50 12.27 0.73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http://www.singstat.gov.sg，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2005

肆、結語

新加坡統計局資料完備，每隔10年辦理一次戶口普查，下次辦理時間為西元2010年，其餘非普

查年亦有資料置於網站供大眾查詢。關於新加坡華人人數，本室則直接採用該局發佈之資料，2008

年華人人數為272萬2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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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人人口統計推估

印
尼係印度尼西亞（Indonesia）的簡稱，過去被荷蘭殖民統治300餘年，並稱為荷屬東印度；

印尼全國共有1萬3千多個大小島嶼，是世界上幅員最廣的群島國，也是東南亞各國中面積最

大的國家；境內人口眾多是全世界第4大人口國，並且由100多個民族所組成，其中爪哇族即占全印

總人口4成以上。

印尼華人占印尼全國人口比例不高，但在當地的經濟地位卻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然而華

人並未因此受到官方及民間應有的尊重，反而招致許多不平等待遇，且往往成為政治及社會危機的

代罪羔羊。

壹、印尼華人人口變遷之記載

荷屬東印度時期，政府當局為種植煙草、橡膠、以及開礦需要，向中國地區招募大批華工，據

統計在1888年至1931年間，運載到蘇門答臘登岸的華工計數十餘萬人，其中許多華工後來即選擇定

居印尼。

民國26年（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後，展開了中國對日的全面抗戰。在戰爭期間，中國沿

海人民因局勢動盪避移印尼居住者，為數甚眾。據印尼統計手冊記載，自1932至1938年間，華僑入

境人數共有9萬7,860人。

1945年印尼共和國成立，適逢中國大陸變色，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許多反共非共的人民紛

紛逃到印尼避難，使得印尼華僑人數激增，其中以福建、廣東及客家籍人數最多。

印尼獨立初期，政府即開始實施華人同化政策，為使華人可以徹底「印尼化」，所有與華人

文化有關事物均被禁止，例如：華人必須入印尼籍，取印尼名字、華校停辦、華文取消…等，並從

195 3年起嚴格限制中國移民入境；然而印尼各地排華事件仍層出不窮，為了爭取生存被迫離開家園

之華僑達數十萬人，也使得印尼新一代華人文化的傳承受到很大阻礙，普遍不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貳、印尼人口普查及華人人口之變化

荷蘭殖民統治印尼時期，依據1860年舉行人口調查結果，印尼人口1,251萬人，印尼華人22萬

人，華人比例為1.8%；之後陸續辦理印尼人口調查顯示，華人年增率增為2.5%之間，華人比例約2%

左右；1920至1930年間，荷屬東印度經濟快速增長，大量華工來到此地，華人人口增加40餘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