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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人口约占百分之六十的土著大部分是回教徒，宪法也规定

不可向马来人宣扬回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包括佛教。但也保障了其他民族如华人、印度

人等享有基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马来西亚统计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出版的 6 月号简报(Statistics Bulletin)，截至 2008 年第一季的大马总人

口是 2759.04 万，其中公民 2562.9 万、非公民 196.14 万。2010 年馬來西亞總人口增

至 2890.42萬土著人口 1866.82、占總人口 68.3%。可是自马来亚 1957 年独立到马来西

亚联邦 1963 年成立以来迄今，马来西亚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已经造成了今天人口结

构与宗教信仰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马来人 (1400.68万 / 51%) 

非马来人土著 (304.43万 / 11%) 

华人 (634.23万 / 23%) 

印度人 (190.41万 / 7%) 

其他种族 (33.15万/ 1%) 

非公民 (196.14万 / 7%) 

 

备注：占 11%人口的非马来人土著包含数十个族群，如卡达山-杜顺(Kadazan-Dusun)、伊班(Iban)、毛

律(Murut)族等。 

參考附錄 1 : 马来西亚人口的种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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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錄 1 : 2006 ~ 2010 年的马来西亚总人口: 

 

Population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Population 
 (In Million) 

26.83 27.19 27.54 27.90 28.25 

 

Population (Updated: 02/07/2010) 

http://www.statistics.gov.my/ 

 
根据官方对历届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因為種族結構變化造成了大马华裔佛教徒人数有

普遍下降的迹象。针对 2010年 6月 19日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在柔佛州举行的第 17届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四项提案中其中一项〝如何挽救大马佛教徒人数下降之趋势〞提

案；以佛教总会执监会议所成立项目小组作出研究，并提供可行性解决办法及建议。 

 

2. 研究目的与方法。 

整顿出一个推动大马佛教发展机制。并提供佛教寺院、机构组织应对任何国内问题给予

妥当的处理方案。对此项目研究的方式所采取以下方法： 

2.1 经分析研究其中几项可能因素；透过网络和实际发布抽样问卷。从华裔佛教徒的年

龄层与职业和参与活动中作抽样问卷(以佛教徒占多数的北马地区为主的寺院、佛教机

构、大专生、佛教徒与个人)，进一步了解佛教徒对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2.2 根据各方数据加以分析和研究后，依据可能出现的因素找出解决方案及建议推动大

马佛教发展机制来缓和大马华裔佛教徒人数有逐年减少迹象问题。 

 

3. 研究成果及其分析。 

3.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0 年人口和房屋普查统计报告显示，马国人口已从 1991 年的

1838 万人增至 2000 年的 2327 万人，增长了 2.6%。 然而，65 或以上岁数的人口从 1990 
年的 2.8% 增加至 2000 年的 4% ，预测到 2010 年地增加至 4.5% 。人口老化的问题

是世界的趋势。 

參考附錄 2 : 2010 年马来西亚各族人口、年增长率、年龄结构（预算） 

马来西亚的华族人口比例则布明顯下降，从 1991 年的 28.1%，下降至 2000 年的 26%，

10 年中下降了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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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馬宗教信仰数据是 60.4%是回教徒、19.2%是佛教徒、9.1%基督教徒、6.3%印度教徒、

2.6%信奉道教或其他华族信仰。根据马来西亚历届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大马佛教徒人

数有逐年减少迹象，其中因素包括华裔人口普遍下降。 

槟城州 2000 年的总人口为 131 万 3 千 449 人，其中马来人 53 万 3 千 111 人（占 40.6％）、

华人 58 万 8 千 693 人（占 44.8％）、印度人 13 万 3 千 899 人（占 10.2％）。槟州现有

华人人口中，其中明确表明佛教徒身份者有 44 万 2 千 563 人，约占槟州华裔总数之

75.18%。比对于全国华人总人口 569 万 1 千 908 名中有 432 万 4 千 971 名佛教徒之 76%，

相去不远，佛教显然站稳华裔主要信仰之位置。 

2006年的族群人口分布，槟州华人人口为63万5500 (42.5%)、马来人 61万2300 (41.0%)、

印度人 14 万 8000 (9.9%)、其他民族 9 万 6800 (6.4%)。根据「南洋商报」报导，槟州统

计局的资料指出，槟州人口预计在今年(2010)突破 150 万人，达到 160 万 9900 人。 

其中，華人人口將從 2005 年佔總人口的 43%，降到今年的 40.9%，達到 65 萬 8700 人；

反觀原來佔檳州總人口 41.3%的馬來人，人口逐年增加到現在的 67 萬 6900 人，佔人口

的比例達 42%。 

参考附录 3 : 2010 年预测的各州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3.2 依据洪祖丰居士在【日趋没落的华人传统宗教】提出：「华人人口从 1980 年的 414

万 4 千 607 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569 万 1 千 908 人，增加了 37.3%。同一时期，华人回

教徒人口增长率是 490%，基督教徒增长率是 123%，兴都教徒增长率是 257%，而“华人

传统宗教”信徒只增长 32%，明显地证明华人传统宗教信仰增长率缓慢，而华人的其他

宗教信仰却以惊人的增长率成长。按此趋势分析，到 2020 年，华人回教徒将占华人人

口的 4%，华人基督教徒将占华人人口的 15%，而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将占华人人口的

80%。  

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在 1980 年时，占了华人人口的 90%，到了 2000 年只占华人人口的

86%。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有不少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放弃了原本的宗教，而改信

回教、基督教或兴都教。当华人人口的增长率是 37%，而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的增长率

仅是 32% 时，它明显展示了一种改信其他宗教信仰的趋势。 」 

 
参考附录 4 :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分布图 

3.3 马来西亚的人口有 2300 百万（1999 年）。超过 50%的人口的马来人全都是回教徒。

按宪法的规定，我国不能向回教徒宣扬其他宗教。华人有五百多万人（占人口总数约

24.5% ），其中也有不少是信仰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印度人有一百六十万人，印度人主

要信仰的是兴都教，当中也有少部分信仰佛教。华人与其他人信仰佛教的约有四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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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必须指出的是，在所谓信仰佛教的华人中，也有不少是佛道不分的人，他们对佛

教并没有基本的认识。其他少数民族信仰佛教的只有很少的数目。受其他宗教积极的影

响下，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正在减少中。 

参考附录 :  <人口与宗教信仰> 马佛总资讯网 

3.4 马来西亚历届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大马佛教徒人数有逐年减少迹象。经研究分析

其中可能出现因素有下列几项： 

 

1. 华裔人口普遍下降； 

2. 佛教徒有老化现象，青黄不接； 

3. 佛教徒婚姻问题，选择改变本身信仰； 

4. 正信佛教徒与非正信者对本身真正身份的确立； 

5. 一些佛教寺院组织缺乏对弘扬佛教热忱，或佛教活动方式过于保守，无法吸引

更多新生代参与； 

6. 种族政治 - 国家政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因素； 

7. 以上皆是； 

8. 或，其他因素。 

 

就以上因素；在报告中根据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佛教徒做抽样问卷(以北马地区为主)及

网络上 2 个知名论坛上发布调查为研究依据。  

 

向槟城与北马地区一些寺院团体和个人发出 300 份的抽样问卷调查中的分析。 

从回收 290 份问卷调查中数据统计分析： 

 

~ 调查对象的年龄层从 10~80 岁；职业从学生至社会各阶层。(见附录图表 1&2) 

~ 抽样调查中提出马来西亚佛教徒是否有下降的问卷中有 57%认同；25%不认同；

18%则表示不是很清楚。(见附录图表 3) 

     ~ 问卷调查中 290 人对 8 项选择中分析结果，183 人以佛教寺院和组织弘法和推

动活动方式过于保守是造成佛教徒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正信佛教徒身份的确

认(142 人)；华裔人口普遍下降(131 人)；佛教徒人口老化(119 人)；国家对宗教

信仰的政策(90 人)；婚姻关系(83 人)。(见附录图表 5) 

~ 网络调查结果。(见附录图表 6) 

3.5 对于大马佛教徒人数有逐年减少迹象其中可能出现因素分析结果,不管是网络上或

实地抽样问卷调查，大多数人认为第 5 项；大马佛教徒人数有逐年减少迹象为主要因素。

一些佛教寺院组织缺乏对弘扬佛教热忱，或佛教活动方式过于保守，无法吸引更多新生

代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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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方案。 

不管各方提出的数据和分析研究是否正确反映出佛教徒人口有日益下降的趋势。马来西

亚佛教徒应在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制度创新，适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以强化与提升

佛教徒素质来应对信徒人数下降的问题；对内应以《僧众是续佛慧命》的根本，居士护

持为辅，住持与护持协调运作。拥有一个真正能统领全国佛教的组织，才能全面发挥，

扭转今日佛教在我国继续自由发展的局面，佛教总会需加强内部组织与功能，从被动型

转化成主动，发挥全面领导的作用，这是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时代使命。对外则能维护

与争取佛教徒权益，时刻关心时局和国家对宗教政策的趋势。有义务积极的推动佛教之

间与各宗教团体的互动与交流，创造一个以宗教和谐与安定的社会。 

 

再深一层探讨，大马佛教界必須在各领导階层上团结一致，對教界內外所發生的課題有

一定的基本共識和適當的回應。同時應提升佛教活动的内涵。增进僧信之间互动与尊重、

认同和实践佛陀的教义。作为代表全国佛教总机构的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应积极寻求解决

方案，关注下列几项建议： 

 

4.1 【百折不挠】注重弘培工作，积极的推动佛教教育与慈善福利活动。 

 

          ~ 加强佛教总会全国总机构的代表性。注重弘培工作，积极的推动佛  

            教教育与慈善福利活动。 

          ~ 佛教总会应与属下团体会员；同时与各寺院庵堂和其他佛教组织机 

            构连系与合作。 

          ~ 主导或配合各组织积极的推动教育与慈善福利活动与专业化的佛教社会

服务单位。 

 ~ 加强各佛教寺院管理与组织绩效，应广泛选用与物色人才来协助推行各项

佛教重点计划。 

 

4.2 【上行下效】佛教寺院具体功能与佛教团体的管理与组织效率。 

 

~ 以佛教徒在我国为少数的前题下，寺院佛团需适应时代的发展，力求制度

或形式创新，传统式信仰为主的寺院转型发展是值得鼓励。发展寺院同时

以教育为基础的弘化工作发挥多元性寺院功能。 

例如: 极乐寺从过去注重寺院硬件建设到近期开始计划推动慈善福利与

佛教教育事业。 

~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应更积极联合全马佛教组织一起推动契机契理的佛教

思想兴革运动；像提倡統一的佛化婚喪喜慶、金明长老过去在马六甲提倡

佛化庆中元节的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 鼓励佛教寺院或组织多主办一些寺院现代管理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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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有效执行相关事务。建议马佛总应成立一个僧伽事务委员会 

   (Board of Sangha Affair)，授权委员会代表全权处理/协调总会  

   属下寺院庵堂与僧伽事务与对外的发言。(包括发出的僧伽身份证 

   明、维护/处理僧伽道德声誉问题)。 

     ~ 加强佛教总会的文宣工作。积极在任何国家政策或社会对佛教课题上的表

态、呼吁、号召、响应。 

     ~ 当外界对国内佛教作一些正面与负面报导时。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及时有应

对策略和回应。组织专门小组收集和审核名方媒体对教界时事报导，给予

及时的正面响应与纠正。    

~ 佛总必须尽可能在各州成立分支会与对属下州团体的互动与交流。 

~ 在面对问题时更应解除成见，互助合作；或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来自各大佛

教团体与寺院的“僧信护法协调委员会”，以响应国家对宗教政策上的变

化，共同携手推广佛法。探讨佛教未来发展的可行性计划。 

 

 4.3 【百年树人】教育是治国之本，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 根据 2010年最新人口数据，马来西亚人口有逐年年轻化的趋势，年龄

15~64岁的公民占总人口 68.1%。可是佛教却有面临老化与青黄不接的现

象。所以佛教组织有必要关注如何培植新一代接班人和吸引更多年青人来

学佛的问题。 

~ 新一代佛教儿童教育是必须也契合现代的活泼与智能教学模式，方能吸引

儿童参加儿童佛学班学习佛法；许多团体都有能力办儿童佛学班，都是以

一贯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没有注重素质的提升。 

~ 应强化佛教徒组织”佛化家庭”运动；寺院与佛教组织多主办一些亲子关

系活动。 

~ 统一寺院、佛教组织在办周五/日佛学班的课程、专业素质与师资培训。 

 

4.4 【源远流长】信徒素质教育。以我国的特殊环境条件来推动佛教教育、文化及独特

多元背景加强与提升僧信互动是必要的。设立合理的制度与不断对既有制度的创新

是非常重要的。佛教现有的人材的培养制度，应包括包括僧材、佛团领袖、宏法员

等。 

 

~ 响应国家培训计划(国民服役)，佛总应积极配合各佛教组织拟定一份完整

的弘法培训计划方案，定期分配有素质的弘法人员到各州营地去弘法。 

~ 加强协助组织大专与中学佛学会，进一步支持他们的活动，鼓励他们参

与寺庙佛团或活动中心的佛学与培训课程。 

~ 关注佛教文化艺术方面发展。在佛曲与舞台剧方面，近年有些佛团也创出 

一定的成绩。佛总在这方面应给于鼓励，赞赏。提倡一些佛教文化活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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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佛教徒的生活素质与个人修养。 

~ 关切与支持佛教资料方面的研究与寺院与佛教文物保护工作。举办相关学

术座谈会；在庆祝佛教主要节日时举办佛教文物艺术展览、佛寺之美展览、

灯会等活动。鼓励寺院设立永久佛教文物馆、寺史展示厅、佛教文化与研

究中心。 

 

4.5 【续佛慧命】僧伽培训教育。我们已经有建全的硬设备和办佛学院的历史；通过全

面支持佛学院的硬件发展，更应制定研究培养僧才的长远计划。 

 

        ~ 目前马来西亚并没有理想或较为完整的培养佛教人才的计划与制度。作

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应有自己的僧才培养制度，甚

至是僧尼制度，以期佛教能更进一步发展。 

~ 物色和起用人才，特别是僧才(包括佛学院毕业生)参与总会与分支会的

会务工作。 

 

4.6 【爱心社会】加強寺院信众對社会关怀。 

 

~ 在我国这方面的活动多由个别组织进行。很少有合作一起办大规模的慈

善事业。佛总应多鼓励个别寺庙与佛团展开慈善与福利的活动，在适当

时，集合全体的力量办大型的慈善事业。 

~ 鼓励寺院与信徒利用佛教资源，参与社会关怀服务(宗教与非宗教)，走

入民间。 

~ 馬佛總屬下檳威贈醫施藥所與各佛教組織所辦的老人關懷中心孤兒院洗

腎中心積極推動慈善公益賑災救濟的活動都值得佛教徒們響應和支持 

 

 

4.7 【物尽其用】正面的利用科技，生活在地球村的现代佛教徒可以通过因特网与全世

界佛教徒互相交流和交换佛法信息，有效凝聚佛教徒的力量与传播和沟通的平台。

佛教组织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技术和知识。 

 

~ 进入现代社会，再逐步走向资讯时代，佛教的宣教工作，应采取新的方

法，以新的姿态，更为有效的方法进行。特别是采用，新的技巧进行以

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会的宏法组应利用网络；多媒体电脑及投影机，

展开宏法与教育工作。 

 

4.8 【法无国界】善用佛教现有的资源。研究如何在马来西亚媒体有限的自由 

空间去开发更多的管道来发挥宣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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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国内佛教团体与海外佛教组织的连系。不但可以加强相互交流，同时对

在维护与争取国内的佛教徒利益时，也可以扮演一定的支持和声援力量。

当我们面临佛教人口普遍下降时，这点更是不可忽视的。 

 

 4.9 【共创和谐】加强佛教各源流的团结与各宗教连系与交流。 

    

 ~ 希望不同的派系与团体能团结与合作。个别的寺庙与佛团，除了个别的活

动外，也能参与共同的集体的计划，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 与其他宗教保持联系，维持和平与融洽。对各宗教的交流与沟通是必要的。

根据人口统计局在 2000年完成的人口普查，会发现到全国伊斯兰教徒的

人口占总人口的 60.4%、基督徒则占总人口的 9.1%、佛教徒占 19.2%、印

度教徒占 6.3%、儒／道徒占 2.6%、剩下的是灵物崇拜／土著原住民信仰

或“其他信仰”。这样一项普查结果曾经在华社引起极大的争议，主要是

佛教徒不肯定本国佛教徒人口比以往滑落的比例，而道教徒也不认为全国

华人道教徒会如此稀少。当然，面对华人社会本身圈子里的民间信仰，佛

道不分者比比皆是，华人更不可能脱离儒家信仰，因此，普查成果受质疑，

主要还是来自华人社会的意见较多。不过这又是包括美国人权报告（2002）

都在采用的唯一数据。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担心，这样一个数据会影响

人们对马来西亚的宗教交流的实质认识；另一方面，根据这一数据，我们

会发现，一神论的信仰者占了 70%。他们之中的 9.1%是基督徒，而这 9.1%

之间，还有教派之分，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强势可超过伊斯兰教的

人口总数的一半；当宗教间涉及实际利益与生存空间的互动时，这一人口

统计是讨论的根据，也预先说明实力悬殊。 

~ 从上述的数据与各项因素去考虑马国应如何建立健康而平等的宗教对话

机制，我们无疑会发现到，从照顾每个人的宗教权利的角度，国家对拥有

大多数人口的宗教确需要尊重与支持，但落实在宗教关系上也很容易被误

读为权力架构的设定；这反而掩盖了各教因此更需要对话以保障多数人对

少数人的了解以及确保各交沟通的和谐，虽然这其实本是合乎各宗教平等

价值观的事实。 

~ 促請國內各大宗教領袖通過跨宗教和諧與諒解委員會，以閉門方式討論宗

教問題，確保大家可同心同德，共同處理問題。 

 

4.10 【随机应变】关心时局和国家对教育与宗教政策的走势。 

 

~ 应对政府抱有期望，但在政治现实的约束下，佛教徒与团体也必须具有危

机意识，维护佛教徒权益，时刻关心时局和国家对宗教与教育政策的走势。

例如 : 关注地方发展上非回教宗教保留地问题。 

          ~ 总会应拟定一些向政府申请资助方案，由个别组织或联合接受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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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计划。向各州政府申请土地。宗教保留地申请建庙或佛教慈善 

            教育機構、佛团会所与向政府或国、州议员申请定期宗教拨款。 

由于佛教徒处在量方面的劣势，佛教必须在质方面大力地提升，及结合各源流佛教徒的

力量，才能够有效地向政府争取及维护少数佛教徒的权益。 

 

在素质的提升方面，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应更积极联合全马佛教组织一起推动契机契理的

佛教思想兴革运动，藉此来培训出更多优秀的弘法人才及配合政府推动国民服务营内外

宗教课程，提供佛教弘法人员。同时，整顿出一个完整的大马佛教机制；代表佛教寺院、

机构组织应对任何国内给予妥当的处理与应对。 

凡被认为对佛教界有负面的新闻、真实事件都不让大众（包括非佛教界）知道，而将事

实掩盖了事，不加以正面回应或处理，将会引生教界内外对大马佛教严重的声誉破坏和

信徒对佛教的信心冲击。 

     5.结论 

总结而言，认为佛教徒人口比率下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佛教在面对急遽转变的

现代社会时，相对地显得缓慢及老化的结果。虽然部份原因在于受到的限制，但在大马，

应该更出自于佛教界本身在反应和调适上的弱点，导致与社会人士，尤其与年轻一代失

去联系，或者对普遍群众都失去了吸引力。 

同时，马来西亚人民拥有来自多元种族和宗教背景和睦共处的历史。致力维持各宗教交

流和谅解，是唯一可以继续创造宗教和谐与社会安定的途径。佛教徒与佛教组织应具有

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致力维护少数佛教徒权益，融合与团结一致，善用佛教现有的资

源，提升佛教徒素质，才能扭转未来佛教在我国拥有更多自由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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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Department of Stastistics Malaysia  

      http://www.statistics.gov.my/ 

          2.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分布图 

          3.   01/06/2010 ~ 30/09/2010 对北马区各阶层佛教徒所做的抽样调查问卷. 

  4.   抽样调查问卷分析图表. 

 

附錄 1 : 

 

 

Population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Population 
 (In Million) 

26.83 27.19 27.54 27.90 28.25 

 

Population (Updated: 02/07/2010) 

http://www.statistics.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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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 2001 % 
人口总数 ( 万人 ) 1854.72 100 2379.53 100 
马来西亚公民  1774.42 95.67 2252.89 94.68 
非公民  80.30 4.33 126.64 5.32 
- 占公民的百分比  占公民的百分比  

- 各族人口  % 各族人口  % 
土著人口总数  1073.05 60.48 1488.58 66.07 
马来人  886.78 49.98 1234.08 54.78 
非马来人土著  186.27 10.50 254.50 11.29 
华人  502.09 28.29 572.04 25.39 
印度人  140.65 7.93 167.06 7.42 
其他族人  58.63 3.30 25.21 1.12 
  100  100 

 * 60 岁和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6.24% 

 
 
2002 年至 2006 年人口的种族比例 (2006 年马来西亚统计年鉴 第 37 页 ) 

- 2002 万人  2003 万人  2004 万人  2005 万人  2006 万人  
各族占公

民 %  
马来西亚人口总数  2452.7  2504.8  2558.1  2612.8  2664.0  - 
马来西亚公民  2297.1  2342.4  2388.7  2436.2  2480.4  100  
马来西亚非公民  155.6  162.4  169.4  176.6  183.6  - 
土著人口  1500.9  1535.1  1570.1  1606.1  1640.6  - 
马来人  1232.5  1260.5  1289.3  1319.0  1347.5  54.3%  
非马来人土著  268.4  274.6  280.8  287.1  293.1  11.8%  
华人公民  592.0  599.7  607.5  615.5  622.0  25.1%  
印度人公民  175.2  177.9  180.7  183.5  185.9  7.5%  
其他公民  29.0  29.7  30.4  31.1  31.9  1.3%  

 

马来西亚人口的种族比例   

时间：2009-08-05 01:14:06   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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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 

2010 年马来西亚各族人口、年增长率、年龄结构（预算） 

人口结构 , 1990-2010 ( 万人 )  

   1990  %  2000  %  2010  %  
平均 年增长

率 2000-2010  
人口总额  1810.25     2326.59     2890.42  - 2.2  
-                - - 
马来西亚 公民  1733.65  100.0  2203.28  100.0  2734.86  100.0  2.2  
土著  1058.61  61.1  1456.45  66.1  1866.82  68.3  2.5  
华人  475.58  27.4  558.38  25.3  650.90  23.8  1.5  
印度人  133.26  7.7  162.86  7.4  194.17  7.1  1.8  
其他  66.20  3.8  25.59  1.2  22.97  0.8  (1.1)  
-                - - 
外国人  76.60     123.31     155.56  - 2.4  
-                - - 
年龄结构     100.0     100.0     100.0  - 
0 -14  681.47  37.7  770.52  33.1  859.59  29.7  1.1  
15-39  764.54  42.2  977.68  42.0  1179.36  40.9  1.9  
40-64  313.46  17.3  484.71  20.9  720.18  24.9  4.0  
65+  50.78  2.8  93.68  4.0  131.29  4.5  3.4  
-                - - 
依靠率 %  67.9  - 59.1  - 52.2  - - 

 
土著人口的族别没有进一步划分  

65 或以上岁数的人口从 1990 年的 2.8% 增加至 2000 年的 4% ，预测到 2010 年地增

加至 4.5% 。人口老化的问题是世界的趋势。  
 
资料来源： OPP3 2001-2010 P.149  

http://www.malaysiaeconomy.net/my_economy/my_population1/pop_density/2009-08-10/

129.html 

 

 

 

http://www.malaysiaeconomy.net/my_economy/my_population1/pop_density/2009-08-10/129.html�
http://www.malaysiaeconomy.net/my_economy/my_population1/pop_density/2009-08-10/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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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 

2010 年预测的各州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OPP3 的预测） 

2010 年 人数（万人） 2010 年 % 2000 年 % 
全国 2890.88 100 100 
雪兰莪 528.79 18.29 18.00 
柔佛 345.94 11.97 11.78 
沙巴 327.19 11.32 11.19 
砂拉越 255.71 8.85 8.90 
霹雳 244.09 8.44 8.81 
吉打 204.42 7.07 7.09 
吉隆坡 168.16 5.82 5.93 
吉兰丹 167.80 5.80 5.64 
槟城 160.99 5.57 5.64 
彭亨 157.43 5.45 5.54 
登嘉楼 114.85 3.97 3.86 
森美兰 103.30 3.57 3.70 
马六甲 78.62 2.72 2.73 
玻璃市 24.56 0.85 0.88 
纳閩 9.03 0.31 0.33 
布城          

2000 年各州人口占全国的比重 

2000 年 人口（万人） 人口占% 
马来西亚 2327.00 100 
1 、雪兰莪 418.89 18.00 
2 、柔佛 274.06 11.78 
3 、沙巴 260.35 11.19 
4 、砂劳越 207.15 8.90 
5 、霹雳 205.12 8.81 
6 、吉打 164.97 7.09 
7 、吉隆坡直辖区 137.93 5.93 
8 、吉兰丹 131.30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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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槟城 131.35 5.64 
10 、彭享 128.84 5.54 
11 、丁加奴 89.88 3.86 
12 、森美兰 86.00 3.70 
13 、马六甲 63.58 2.73 
14 、玻璃市 20.44 0.88 
15 、纳闽直辖区 7.61 0.33 
16 、布城直辖区       

 

 

 

 

 

 

附录 4 :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分布图 

 

    

宗教 

        1980 年         1991 年         2000 年 

  人口   巴仙率    人口    巴仙率     人口   巴仙率 

 回教     9,686      0.23     17,117      0.57    57,221     1.00 

 基督教    241,851      5.84    357,751      7.76    539,556     9.50 

 印度教     4,508      0.10     9,142      0.20    16,714     0.30 

 佛教   2,220,115      53.56   3,146,515      68.30   4,324,971     76.00 

儒道传统信仰   1,551,643      36.47    919,854      19.90    605,571     10.60 

华人传统宗教   3,731,752      90.03   4,066,369      88.20   4,930,542     86.60 

民俗信仰    11,513      0.28     4,508      0.10    7,897     0.10 

其他    12,774      0.30    13,426      0.30    12,228     0.20 

没有宗教    132,277      3.19    125,846      2.70    88,896     1.60 

不详       _       _    14,880      0.30    39,454     0.70 

总数   4,144,607      100   4,609,049     100.00  5,691,9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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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  2010 年佛教信仰问卷调查 

姓名：               

年龄层：○ 10~ 20   ○ 20~40   ○ 40~60   ○ 60~80 

职业：○ 学生  ○ 大专生  ○ 在职人士  ○ 家庭主妇  ○ 退休  ○ 其他 
 

p/s 请在问卷选择上打 √ 
 

1、 如果您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宗教信仰，您愿意选择信仰佛教吗? 

○ 愿意    ○ 不愿意    ○ 不确定 

 

2、 如果您已经是佛教徒，您比较喜欢接触的信仰传承是 

○ 北传   ○ 南传   ○ 藏传 

 

3、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佛教? 

○ 从小  ○ 学生  ○ 大专  ○ 工作  ○ 婚前  ○ 婚后  ○ 退休   

 

4、 通常您以什么方式进行佛教信仰活动? (可以多重选择)  

○ 在家看书  ○ 青少年活动  ○ 寺院修持  ○ 听弘法  ○ 参加法会 

 

5、 您对佛教信仰的认识。 

○ 不是很了解    ○ 一般    ○ 很了解 

 

6、 您身边信仰佛教的人多吗？ 

○ 多    ○ 少 

 

7、 您身边信仰佛教的大概都是什么年龄层次的。 

○ 10~ 20   ○ 20~40   ○ 40~60   ○ 60~80 

 

8、 您是否经常去有关佛教的寺院或团体参与活动? 

○ 没有    ○ 经常    ○ 有时 

 

9、 您是否会因为信仰佛教的关系而要求你的配偶也信佛教或随她/他改信其他 

 宗教?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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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觉得信仰佛教后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和帮助吗? 

○ 有    ○ 没有 

 

11、 针对马来西亚佛教未来发展，如果您有一些建议的话? 您会建议佛教寺院团体应

该多在那一方面去关注。(可以多重选择) 

 

○ 教育    ○ 弘法    ○ 慈善福利   ○ 出版   ○ 宗教交流 

○ 人员培训   ○ 社会关怀   ○ 信息   ○ 其他(请说明) 

 

12、 您认同马来西亚佛教徒人口有下降的趋势吗?  

○ 认同    ○ 不认同     ○ 不是很清楚 

 

13、 您认为以下那一点是造成马来西亚佛教徒人口有下降趋势的其中因素。 

 

○ 华裔人口普遍下降。 

○ 佛教徒有老化现象，青黄不接。 

○ 佛教徒因为婚姻关系选择改变本身信仰。 

○ 正信佛教徒与非正信者对本身真正身份的确立。 

○ 一些佛教寺院组织缺乏对弘扬佛教热忱，或佛教活动方式过于保守，无法吸引

更多新生代参与。 

○ 国家政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 

○ 以上皆是。 

○ 其他(请说明)。 

 

 

 

 

 

 

 

请在 31/08/2010 前交回所有问卷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问卷调查 

文书: 释开谛 

e-mail :  b_7435660@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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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 

 
图表 1 

 

 

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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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图表 4 

 



21 
 

 

图表 5 

 

 

 

1. 华裔人口普遍下降。 

2. 佛教徒有老化现象，青黄不接。 

3. 佛教徒因为婚姻关系选择改变本身信仰。 

4. 正信佛教徒与非正信者对本身真正身份的确立。 

5. 一些佛教寺院组织缺乏对弘扬佛教热忱，或佛教活动方式过于保守，无法吸引

更多新生代参与。 

6. 国家政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 

7. 以上皆是。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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