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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经济前景

 2017年财政预算案

 联邦政府收入 –钱从哪里来？

 联邦政府开销 – 钱往那里去？

 2017年财政预算案的关键措施及影响

 总结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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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GDP经济增长预测偏高。财政部预

测2016年经济将增长4.0%-4.5%以及2017年

的经济成长将处于4.0%-5.0% (SERC预测:

2016: 4.2%；2017: 4.3%)。

 国内需求仍然是关键的驱动。私人领域开销

增长率预测比2016年更高 (2017: 6.3%;

2016: 6.1%)。

 出口仍然温和。2017年出口额预测增长2.7%

(2016年: 1.1%)。

 持续财政整顿。财政赤字预测将从2006年

GDP的-3.1%降低至2017年GDP的-3.0%。

这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8年缩减赤字。

 适度的通货膨胀展望。2017年的通货膨胀预

测为2.0%-3.0% (2016年预计: 2.0%-2.5%)。

马来西亚经济 – 绩效和前景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 2010=100

* 截至2016年6月底

主要指标 2015 2016E 2017B

实际 GDP 成长 (%)^ 5.0 4.0–4.5 4.0–5.0 

私人消费增长 (%)^ 6.0 6.1 6.3

私人投资增长 (%)^ 6.4 5.3 5.8

人均收入 (RM) 36,078 37,812 39,699

失业 (%) 3.1 3.3 3.2 

通货膨胀 (%) 2.1 2.0–2.5 2.0–3.0

出口增长 (%) 1.6 1.1 2.7 

经常户口收支
百万令吉 (RM million)

GDP比率 (%)

34,658

3.0

16,428

1.3

14,771

1.1

财政赤字
百万令吉 (RM million)

GDP比率 (%)

37,194

3.2

38,727

3.1

40,344

3.0

联邦政府债务
百万令吉 (RM million)

GDP比率 (%)

630,540

54.5 

655,745*

5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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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经济成长将主要依赖国内需求 ，尤其是私人领域开销。

 所有经济领域预测都有正面的成长。

GDP成长 – 经济领域与国内需求表现

(% 变化，2010=100)
2017年GDP

份额 (%)
2014 2015

2016E

(MOF)

2016E

(SERC)

2017B

(MOF)

2017F

(SERC)

GDP – 国内需求

私人消费 54.2 7.0 6.0 6.1 5.6 6.3 5.3

公共消费 12.4 4.3 4.4 0.0 5.0 0.5 0.9

私人投资 17.2 11.1 6.4 5.3 4.5 5.8 5.4

公共投资 8.4 -4.7 -1.0 1.7 1.5 1.1 2.2

货物及服务出口 69.0 5.0 0.6 0.7 0.8 2.5 1.3

货物及服务进口 61.3 4.0 1.2 1.4 1.8 2.6 2.2

GDP – 经济领域

农产业 8.0 2.1 1.2 -3.3 -2.0 1.5 1.0

采掘业 8.4 3.5 4.7 1.1 1.8 1.4 2.0

制造业 22.8 6.2 4.9 4.0 4.2 4.1 4.2

建筑业 4.7 11.7 8.2 8.7 8.5 8.3 8.8

服务业 54.8 6.6 5.1 5.6 5.2 5.7 5.0

整体GDP 100.0 6.0 5.0 4.0-4.5 4.2 4.0-5.0 4.3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S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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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217.0bn
(-1.2%)

RM207.1bn
(-4.5%)

RM214.8bn
(3.7%)

RM40.8bn
(3.2%)

RM45.0bn
(10.4%)

RM46.0bn
(2.2%)

2015 2016E 2017B

括号内数字为年度变化

政府财政状况

收入 RM219.1bn

(-0.7%)

RM212.3bn

(-3.0%)

RM219.7bn

(3.4%)

开销 RM257.8bn

(-0.5%)

RM252.1bn

(-2.2%)

RM260.8bn

(3.4%)

4

 2017年的政府收入预测增长3.4%至 RM2,197亿 （2016年：-3.0%）。

 2017 年 的 总 开 销 （ 行 政 开 销 和 发 展 开 销 ） 将 增 长 3.4% 至 RM2,608 亿
(2016年: -2.2%至 RM2,521亿)。

 更高的行政开销（预测在2017年增长3.7% (2016年: -4.5%)，占总开销的82.4%）并没有反映
出持续的抑制。同时，发展开销增长2.2%至 RM460亿 (2016年: +10.4%至 RM450亿)。

 整体的财政赤字将略有改善（从2016年GDP的-3.1%改善至2017年GDP的-3%）。

 尽管如此，如果收入不达标和没有进一步削减仍高的行政开销，将会出现无法达到2017年财
政赤字目标的风险。

持续财政整顿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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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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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得税
RM69.2bn

31.5%

个人所得税
RM29.9bn

13.6%
消费税

RM40.0bn
18.2%

石油相关收入
RM30.3bn

13.8%

非税收收入*

RM26.1bn
11.9%

其他
RM24.2bn

11.0%

2017年的主要收入来源

6

 收入预测过于乐观，特别是温和成长下的公

司所得税收入。

 2017年的石油相关收入预计是总收入的

13.8%或RM303亿 (2016: RM310亿 )。

PETRONAS 的 股 息 是 RM130 亿 (2016:

RM160亿)。

 在2017年，消费税的收入预测将增加3.9%

或RM15亿至RM400亿 (2016: RM385亿 ;

2015: RM270亿)。

钱从哪里来？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RM27.0bn

RM38.5bn RM40.0bn

RM17.2bn

RM8.3bn

RM0.1bn

2014 2015 2016E 2017B

消费税 (GST) 和销售税 (SST) 的收入

SST

GST

* PETRONAS的股息记在石油相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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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开销接触点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更高的行政开销增长 (2017: 3.7%) 引起抑

制开销承诺的关注。

 需要坚强的政治意愿去调整公务员的规模

(160万名或总就业的11.3%)，改革退休金模

式和优化供应和服务。

主要行政开销
2016年的行政
开销份额 (%)

2017年的行政
开销份额 (%)

薪酬 35.7 36.0

供应和服务 14.3 14.9

补贴 11.9 10.4

退休费用 9.2 10.1

RM77.4bn (4.8%)

RM32.0bn (7.8%)

RM21.8bn (14.6%)

RM22.4bn (-9.0%)

RM73.7bn (5.4%)

RM29.7bn (-18.3%)

RM19.0bn (0.6%)

RM24.6bn (-9.6%)

Emoluments

Supplies and
Services

Retirement
Charges

Subsidies

括号内数字为年度变化

主要行政开销的变化

2016E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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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销接触点

项目
2015 2016E 2017B 2015 2016E 2017B 2015 2016E 2017B

百万令吉 (RM million) 年度变化（%） 份额（%）

经济 23,286 27,623 25,862 -0.2 18.6 -6.4 57.1 61.4 56.2

农产及乡区发展 3,105 2,877 2,416 8.0 -7.3 -16.0 7.6 6.4 5.3

公用设施及能源 3,637 3,270 2,582 4.4 -10.1 -21.0 8.9 7.3 5.6

贸易及工业 5,638 5,996 4,927 20.3 6.3 -17.8 13.8 13.3 10.7

交通 6,693 8,419 10,599 -7.9 25.8 25.9 16.4 18.7 23.0

其他 4,213 7,060 5,339 -16.1 67.6 -24.4 10.3 15.7 11.6

社会 11,161 10,812 12,180 6.4 -3.1 12.7 27.4 24.0 26.5

教育及培训 4,758 3,874 5,904 -3.4 -18.6 52.4 11.7 8.6 12.8

保健卫生 1,442 1,481 1,532 4.1 2.7 3.4 3.5 3.3 3.3

其他 4,961 5,457 4,745 18.8 10.0 -13.0 12.2 12.1 10.3

保安 4,754 5,041 5,286 9.7 6.0 4.9 11.7 11.2 11.5

防务 4,078 4,140 4,251 8.7 1.5 2.7 10.0 9.2 9.2

内安 676 901 1,036 16.4 33.3 15.0 1.7 2.0 2.3

一般管理 1,567 1,524 2,671 16.6 -2.7 75.3 3.8 3.4 5.8

共计 40,768 45,000 46,000 3.2 10.4 2.2 100 100 100

来源：财政部2016/17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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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债务趋势

来源：IMF’s DSBB；国家银行

June 2016
RM655.7bn

GDP的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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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Government Debt % of GDP (RHS)

来源：国家银行

 截至2016年6月底，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

53.2%，略低于其自我实施的55%比率。

 需要密切监测不断上升的联邦政府或有债

务。

June 2016
RM848.2bn

GDP的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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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6
RM178.1bn

GDP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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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政预算案概述

 一个不影响财政稳定的平衡预算。

 温和型的成长。2017年的总开销增长3.4%至RM2,608亿 (2016: -2.2%至RM2,521亿)

 广泛的税收措施和倡议，以支持国内需求，维持私人投资，提高技能以及推动数字科

技。

 以民为本的措施、方案和项目，如房屋，交通，教育和保健为主。

 2017年预算重点：

维持经济成长和私人投资

减轻高涨的生活费

提升人民的福祉

解决房屋负担能力

人力资本发展（提升技能，再培训和创业培训）

互联经济

资本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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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司税率

 根据可征税收入与上一个会计年度

相比的增长率，将公司所得税率降

低1%至4%。这种新的税率结构适

用于2017课税年和2018课税年。

 中小型企业的双重收益 – i) 2017课

税年起首RM50万的可征税收入，

税率由19%减至18%; 以及ii) 根据

可征税收入的增长，对超过RM50

万的可征税收入享有不同的税率降

低。

可征税收入与上一个课
税年相比的增长率

百分点的
降低

应付的公司
所得税

低于5% - 24%

5% - < 10% 1% 23%

10% - < 15% 2% 22%

15% - < 20% 3% 21%

20%及以上 4% 20%

影响

• 提高竞争力、降低营运成本以及激发盈利成长。

• 奖励在当前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下还能达到更高

可征税收入的公司。

• 预期带来强劲盈利增长的行业包括汽车、商品、建

筑、运输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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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税务降低的影响

课税年
可征税收入

(RM)

税款
(RM)

节省
(RM)

实际税率
中小型企业税

款 (RM)
中小型企业节

省 (RM)

中小型企业
实际税率

2016 1,000,000 240,000 - 24.00% 215,000 25,000 21.50%

2017
1,000,000

(没有变化)
240,000 - 24.00% 210,000 30,000 21.00%

1,050,000

(5%增长)
251,500 500 23.95% 221,500 30,500 21.10%

1,100,000

(10%增长)
262,000 2,000 23.82% 232,000 32,000 21.09%

1,150,000

(15%增长)
271,500 4,500 23.61% 241,500 34,500 21.00%

1,200,000

(20%增长)
280,000 8,000 23.33% 250,000 38,000 20.83%

 较低的实际税率

 由于税收变化的综合影响，中小型企业能够享有更多的节省。

(i) RM500,000 x 18% = RM90,000

(ii) RM500,000 x 24% = RM120,000

(iii) RM200,000 x 20% = RM40,000

(i) RM1,000,000 x 24% = RM240,000

(ii) RM200,000 x 20% = RM40,000

额外节省RM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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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消费者开销

1. 提高消费

• 更高的一马援助金 (BR1M)，提高

RM50-100，达到RM450-1,200，总

额RM68亿，惠及700万户家庭。

• 160万的公务员将享有更高的房屋、

电脑和智能电话，以及摩托车的贷

款。

• 时尚生活减免每年多达RM2,500。

• 更多给予特殊群体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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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RM2K) Household (<RM3K)

Household (RM3K-4K) E-kasih

时尚生活减免用于购买报纸、智能电

话、签购互联网以及健身会员费。这

有助于刺激消费品的自主性开销。

2017 一马援助金 (BR1M)：
a) 家庭月收入低于RM3,000，援助金从RM1,000增加至

RM1,200；
b) 家庭月收入处于RM3,000至RM4,000之间，援助金从

RM800增加至RM900；及
c) 个人月收入低于RM2,000的援助金从RM400增加至

RM450

来源：财政预算讲稿; 国会议事录

虽然处于谨慎的环境，在较为稳定的劳动市场

和收入增长下，私人消费预计将在2017年增

长6.3% (201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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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消费者开销

2. 提高收入机会

• RM1亿振兴e-Usahawan and e-Rezeki项

目，惠及300千的参与者。

• RM1亿培育3千名年轻企业家。

• B40 BR1M受惠者成为优步 (UBER)司

机。可以用BR1M的援助金作为订购

Proton Iriz，并享有额外RM4千的回扣。

• 扩大Mobilepreneur计划，目标锁定3千名

参 与 者 使 用 摩 托 车 创 业 和 实 施

Agropreneur计划，培育3千名年轻企业

家参与高价值农产品的生产。

3. 减轻高涨的生活成本

• 2017年不会调高消费税率。

• RM100亿的能源津贴，包括食油 (RM16

亿)、过路费、公共交通及电费 (RM1.24

亿)。

• 公务员享有RM500特别援助金，退休公务

员则享有RM250特别援助金。

• 120千名乐龄人士享有每月RM300社会经

济援助金。

• 学生转账卡值RM250，惠及130万名学

生。

• 两年内宽频价格下降50%。

虽然处于谨慎的环境，在较为稳定的劳动市场

和收入增长下，私人消费预计将在2017年增

长6.3% (201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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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房屋的可负担性

 为了提升首次购买房屋者的能力

• 在PR1MA计划下推出的“step-up”房

贷 计 划 将 与 BNM, EPF 和 4 间 银 行

（Maybank, CIMB, AmBank和RHB）合

作提供房屋贷款。

• 拨款高达RM20亿给予PR1MA 房屋购买

者

• 获得90%至100%房贷

 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

间， 首次房屋购买者可在转让交易和贷款

协议上享受免印花税：

• 首RM30万的房屋可获得100%免印花税

• 对于房屋价格多于RM30万至RM50万，

首RM30万免印花税，余额需缴付2%印

花税。

印花税上调

• 印花税在转让交易新房屋价值RM1百万起将

从3%上调至4%. 此方案将在2018年1月1日

生效。

• 对高等产业领域只有轻微冲击，因为此类产

业在2016年上半年的总交易量只占了4%。

• 增加额外印花税收入. 住宅房屋RM1百万或

以上的价格贡献总交易值的25%。

影响

• 这项措施的目标是提升首次购买房屋者的能

力及提高贷款率。

• 然而，在越来越高的家庭债务下，贷款审批

方面不能无视借款人的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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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负担房屋”的供应

• 拨款 RM1.34 亿建造 9,850 间人民组屋 (PPR

Houses) 和另外拨款RM5.76亿继续打造11,250

间人民组屋（售价介于每间从RM3.5万至RM4.2

万）

• 拨款RM2亿帮助建造5,000间“我的美丽花园”

给予B40群体。

• 在理想地点提供政府空地给官联公司和PR1MA

建造3万间房屋，售价介于RM15万至RM30万。

• 将在城市地区建造1万间房屋，以低过市场率出

租给青少年（限期最多五年）

• 分配 RM2 亿建造 5,000 间人民房屋 (SPNB’s

People’s Friendly Home)，以及政府将津贴每间

单位RM2万。

• 拨款“第二代房屋设施发展 (Second-Generation

Hous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计 划 ：

FELDA (RM2亿); FELCRA (RM1亿) & RISDA

(RM1亿)。

影响

• 对建筑领域和建材商带来正面的影

响。

• 良好的执行效率将是关键。

9,850 PPR houses

11,250 PPR houses for sale

5,000 My Beautiful Home

> 30,000 PR1MA units

10,000 units in urban area

总数 = > 71,100单位

5,000 units Rumah Mesra

Rakyat

Allocation

> RM1.1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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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小型企业”和“创业”

 拨款RM7,500万给予中小型企业总规划里的

项目。

 SJPP (Syarikat Jaminan Pembiayaan

Perniagaan) 所提供高达RM150亿的担保将

延长至2025年。

 拨款为期5年的RM1亿来推动出口导向型的

中小型企业。

• 在SJPP方案的中小型企业贷款者将获得

2%利息回扣；限于积累RM10亿。

 拨款RM1.3亿给MATRADE, MIDA 和SME

Corp作为促进本地中小型企业出口的项目。

 流 动 资 金 担 保 计 划 (Working Capital

Guarantee Scheme, WCGS) 将提供RM2亿

流动资金以鼓励创业。

 中小型企业贷款和微型融资

 宣布2017年是创业与中小型企业推广年。

中小型企业贷款和微型融资

• RM5千万给予自立合作社 (KOJADI)

• RM2千万给予马来西亚华裔妇女创业转型基金
(Malaysian Chinese Women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MCWEF)

• RM2 千万给予一个马来西亚华裔贩商基金
(1Malaysia Hawkers and Petty Traders

Foundation, YPPKM)

影响

• 中小型企业占了企业数量的97%；贡献

GDP的36%；总就业的65%和总出口的

18%。

• 这些措施和公司所得税率下降预测可大大提

升中小型企业领域对经济的贡献。

• 作为前进路向，合并多方面资金及金融援助

方案的建议，必须提高中小型企业对各种激

励方案的使用率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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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出口

 通过国家出口促销资金拨款RM1.3亿给

予MATRADE, MIDA 和SME Corp 来实

行出口促销计划。

 提供中小型企业RM2亿贷款以及高达

RM10亿的保险信用额度。

 拨款RM2.86亿用于增加商品生产量，

即棕榈油，橡胶，可可和胡椒。

 拨款RM5千万予研究增强棕榈油的品

质；并提供RM3千万补助金予小农户进

行棕榈油再种植。

影响

• 随着全球贸易和商品价格低迷，马来西亚出

口增长近年来都趋向疲软。

• 在2017年，马来西亚总出口预测上升2.7%

至RM8,065亿 (2016年: +1.1%)。

• 有鉴全球需求的不平衡步伐，此类措施对马

来西亚的出口增长只会带来轻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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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数码经纪机构 (MDEC) 将执行

数个项目，包括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和

Digital Maker Movement；同时也推出

“马来西亚数码枢纽 (Malaysia Digital

Hub)”为新的地标。

 推 介 全 球 首 个 “ 数 码 自 由 贸 易 区

(Digital Free Zone)”来促进国际电子商

务和激发互联网创新。

 2017年1月1日起，以相同价格享有更快

的固定宽频网络。

 未来两年内，固定宽频网络价格下降

50%。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提供RM10亿以确保全国宽频网络的

覆 盖 范 围 和 品 质 可 达 到 每 秒 20

megabytes。

互联经济：马来西亚的处境 ？

• 马来西亚拥有2,100万互联网使用者

• 流动电话普及率达到全国人口的143.8%。

• 截至2015年，77.3%的家庭正享用着互联网服

务。

影响

• 硬件基础设施和高移动互联网的采用还不足

够。

• 必须拥有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和生态系统来巩固

数码经济的模拟基础。

• 以适当的方式推广，唯有数码创新才能以增长

的加速器来获得经济效益。

数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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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4星级和5星级的酒店营运商来说，现

有 的 70%/100% 工 业 地 位 (Pioneer

Status) 豁免稅和资本开销的60%/100%

投资税津贴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

• 私人界所赞助在艺术、文化和遗产表演上

的费用可获得的扣税，顶额从RM50万提

升到RM70万。

• 拨款RM4亿于清洁空气和生态旅游项目。

• 配 合 东 盟 第 五 十 周 年 ， 推 广 Visiting

ASEAN@50 Year Campaign。

• 举办2017年东运会及残障东运会。

• 电子签证 (E-Visa) 将会包含巴尔干地区

和南亚以帮助达成2017年3,200万游客到

访的目标。

影响

• 南亚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重要游客来源，占了

2015年总游客人数的4.2%（约110万游客）

• 给予中国游客拥有电子签证得到令人鼓舞的

成绩，2016年上半年中国游客同期相比增

长了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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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粮食生产和农业

• 拨款RM13亿来以具竞争的价格增加粮食

生产

• 发展农业基础设施

• 必需品项目的分布包括MyFarmOutlets

和Agrobazaar Rakyat 1Malaysia的建筑

• 鼓励乳制品工业的发展，以及银蜂蜜糖

和椰子

• 减少进口动物饲料和推广玉米种植

• 拨款RM13亿作为稻谷价格、种子和肥

料，包括种植在丘陵地形的补贴

• 拨款RM2.5亿实施底价购买作为激励已

注册的橡胶小农户

影响

• 马来西亚依然严重依赖粮食进口来提供人

口需求。在2015年，粮食进口达到RM453

亿。

• 这项措施将可帮助减少粮食逆差和提升国

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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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发展

 推出中小资本上市公司研究方案，对300

间公司作出研究。

 官联公司分配RM30亿给马来西亚证券委

员会下的基金经理以投资于有潜质的中小

资本股票。

 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提供初始资金

RM7,500万，设立资本市场研究所。

 通过国际货币商业部 (ICBU)，进行外币

活动的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实体，延

长免税至2020课税年，并对这类活动免征

印花税。

 对于青年投资于私人退休计划 (PRS)，一

次性的奖励从RM500增加至RM1,000。

影响

• 股票市场是长期融资的重要来源，为企业

发展提供资金。

• 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投资中小资本公司的

意识和兴趣。

• 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必须有良好的管

理、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及现金，强劲的盈

利增长和有吸引力的估值，以及股票流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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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东海岸铁路线长达600公里从巴生谷链接

至东海岸，费用为RM550亿。

• 链接巴生港口，鹅唛综合交通总站 (ITT

Gombak)，文东，文德甲，关丹，甘马

挽，吉利地，瓜拉登嘉楼，哥打巴鲁直到

道北。

 拨款RM21亿予五道经济走廊，即依斯干达

区 (Iskandar Malaysia)，北马经济走廊特区

(NCER)，东海岸经济走廊特区 (ECER)，沙

巴发展走廊 (SDC) 和 砂拉越再生能源走廊

(SCORE)。

 加快实施泛婆罗洲高速公路 (Pan Borneo

Highway).

 拨款RM1亿恢复曾经受水灾破坏的东海岸铁

路线 (Gua Musang – Tumpat)。

 拨款RM12亿建造乡区道路和RM46亿维修

州级公路。

 拨款RM11亿予19套火车厢，用于提升ETS

出行次数。

影响

• 基础设施投资将会产生正面的乘数和溢出效

应于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和银行业。

• 东海岸的链接将促进关丹港口和工业园区的

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 (B&R) 上可

以获得潜在的利益。

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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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和技能能力建设

 拨款RM46亿给技职教育与培训(TVET)机

构。

 优化政府资产，9个闲置的师训学院将会

转为工艺与职业学院。

 拨款RM2.7亿提升TVET里的教育设备。

 拨款RM5,000万给予官联公司延伸 “一个

马来西亚培训方案 (SL1M)”于2017年毕

业的2万毕业生。

 对于公司聘用实习生双重扣税激励延长至

2019课税年，范围也扩大到技术学生。

 每间城市转型中心(UTC) 将提供一个就业

中心，以摄合求职者和潜在的雇主。

影响

• 进一步促进在第11大马计划下强调的技职教

育与培训计划。

• 鼓励企业通过早期接触到的工作环境对本地

毕业生的就业作出贡献。

其他相关措施

• 高等教育贷款 (PTPTN) 10%-15% 的折扣给

予一次性完全偿还贷款或偿还一半的贷款，

和通过薪金扣除或直接扣款方式偿还的借贷

者，以便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融资。

• 托儿保育和哺乳设备给予税收减免，缓解工

作的父母的负担，并鼓励妇女回到工作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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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财政预算案又是一个艰难平衡的预算案。

 在2017年，预测收入增长3.4%至RM2,197亿 (2016年预计: -3.0%)。这是偏高的预测，

主要是由于较高的行政开销 (+3.7%至RM2,148亿) 所加压。

 需要限制行政开销，以确保更强的行政盈余，从2000-2007年平均每年的盈余RM128亿

大幅度减少至在2008-2015年均的RM33亿。行政盈余预计在2016年为RM55亿，以及在

2017年为RM49亿。

 预算案缺乏削减行政开销的政治魄力，尤其是臃肿的公务员薪酬 (RM774亿或2017年总

行政开销的的36.0%)、退休费用 (10.1%)，以及供应和服务 (14.9%)。

 依靠补贴合理化 (10.4%) 是不够的。保持精简和生产率驱动的公务员制度，和基于固定

缴款退休金实施激进的退休金制度改革，以确保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基于原油假设为每桶70美元，目前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一个接近平衡预算的目標，即

财政平衡在2020年达到GDP的-0.6%。

 如果油价继续维持在低水平，消费税率可能要上调或将需要更积极地削减开支以保持平

衡的财政。

对预算案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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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可征税收入的增长，减少公司所得

税税率以鼓励企业增加收入是一个值得

欢迎的举措。

 不过，最终有竞争力的税率是维持企业

的活力和刺激投资的关键因素。

 对透明度和税收结构清晰的一步，政府

应该公布路线图，以降低目前的24%公

司所得税率，从而拉近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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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算案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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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发放的一马援助金 (BR1M) 已经从2012年的RM20亿增加至2017年财政预算的

RM68亿 (2016年预计: RM59亿)。在2012-15年，BR1M总共支出RM137亿。

 BR1M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公共政策？虽然援助金很受欢迎，但却不能有效地改变思维。

援助金只提供暂时的缓解，但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针对援助穷人和有需要的家庭是可

以被接受的，因为他们遭受高生活成本的冲击。

 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审查社会保护网。这包括应得的家庭、设计、覆盖方

案和拟定社会保护网计划的条件，再加上提高技能和培训的计划。

 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支持性政策环境和生态系统，以加强数码经济的模拟基础。这些措

施包括智能的规定（标准化，可衡量，可操作，可靠和及时），以促进电信和互联网市

场的强劲竞争政策，鼓励更多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开发适应工人的技能，并确保支

持数码和连接生态系统的机构有效负责。

 虽然数码技术的变革潜力大，却不是一个创造经济价值的快捷方式。我们需要以正确的

方式使用，数码创新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获得显著的经济收益。

对预算案有什么看法？



Socio-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28

总结

 整体而言，2017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和举措预计将对经济和资本市

场产生中期的适度影响。

 经济增长前景依然积极也具有挑战性。财政部预测2017年的GDP增长为4.0-5.0%偏

高，4.0-4.5%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 (2016E: 4.0-4.5%)。

 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可能来自挥之不去的外围不明朗因素（由较高的美国利率所引发的

金融市场波动性，涉及到Brexit的未解决问题，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国内需求的

实力。

 有效执行财政预算的计划和项目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拨出很多预算拨款, 但浪费和公款泄漏将导致低效率，更糟糕的是，公共资金管理

不善和腐败行为将降低财政乘数效的影响。

 因此，这不在于多少钱的分配和花费，在于的是分配的钱是怎么用得其所。

 最大的赢家是底收入家庭 (B40) 和160万公务员。

 行业的赢家是中小型企业，旅游，农业，建筑，汽车和消费领域。电信行业是主要的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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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Thrusts Key measures and initiatives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private

investment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between 1 and 4 percentage points based on the increase in chargeable

income (between less than 5% and 20% and above) for YA2017-18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by 1 percentage point from 19% to 18% on chargeable income up to

RM500,000 for SME from YA2017

 RM522m for MIDA to promote investment in chemicals, electrical products and electronics as well as R&D activities

 Extend double taxation promotion on operating expenditure borne by anchor companies for the Vendor Development

Program until 31 December 2020

 RM400m for clean air and ecotourism initiatives; pioneer status promotion and 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for new 4 and

5 star hotels extended to 31 Dec 2018; increase in tax deduction from RM500,000 to RM700,000 to encourage

sponsorship by private sector in local and foreign arts, culture and heritage shows and performances

 E-Visa to be extended to Balkan region and South Asia to help achieve target of 32m tourist arrivals in 2017

 RM200m from the Working Capital Guarantee Scheme (WCGS) Fund will be allocated to startups

 New East Coast Rail Line project costing RM55bn to be implemented

 Pan Borneo Highway project to be accelerated

 Allocation of RM2.1bn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ive economic corridors (Iskandar Malaysia,

NCER, ECER, SDC, SCORE)

 People Centric projects continued through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with allocation of RM10bn

 Allocation of RM100m to restore East Coast railway line along Gua Musang – Tumpat that was destroyed during flood

 RM1.2bn for building village roads and RM4.6bn allocated to maintain state roads

Mitigate rising

cost of living as

well as

improving

income

opportunities for

Bottom 40

(B40)

households

 Higher BR1M cash handouts of between RM450 and RM1,200 or an increase of between RM50-RM150 with an

allocation of RM6.8bn to benefit 7m recipients

 Lifestyle tax relief up to RM2,500 yearly effective in 2017 to purchase reading materials, computers, sports equipment,

smartphones, tablets, internet subscription and gym memberships

 Broadband prices to decline by up to 50% within the next 2 years

 No GST rate hike for 2017

 Public servants to receive a special assistance payment of RM500 and special RM250 payment for retirees in early

2017

 Allocate RM275m to i) expand the MySuria Programme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solar panels in more than 1,600 housing

units; ii) expand mobilepreneur program, targeting 3,000 participants using motorcycles; iii) implement agropreneur

program to produce 3,000 young entrepreneur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valu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v)

revitalize eUsahawan and eRezeki programs under the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M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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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续）

Thrusts Key measures and initiatives

Enhance first home

buyers’ affordabilit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housing as well as

support housing

infrastructure

 Provide government’s vacant lands at strategic locations to GLCs and Perumahan Rakyat 1Malaysia (PR1MA) to

build more than 30,000 houses priced between RM150,000 and RM300,000

 Build around 10,000 houses in urban areas for rental at a rate lower than market (up to a maximum of five years)

to eligible youth

 Build 5,000 units of People’s Friendly Home with the government subsidizing up to RM20,000 per unit. Syarikat

Perumahan Negara Berhad will be allocated RM200m

 Easy financing scheme to provide 90-100% financing for affordable housing (PR1MA) with lower loan rejection

ra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ybank, CIMB, AmBank, RHB, EPF and BNM to be implemented on Jan 2017.

 Stamp duty exemption of 100% from 50% up to RM300,000 for first time home buyers for home purchases valued

up to RM500,000 from Jan 2017 to Dec 2018

 Build 9,850 houses under People’s Housing Program (PPR) with an allocation of RM134m

 A total of 11,250 PPR houses are being built with an allocation of RM576m. These PPR houses will be sold

between RM35,000 and RM42,000, markedly below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cost of between RM120,000 and

RM160,000

Small and medium-

term industries

(SM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by 1 percentage point from 19% to 18% on chargeable income up to

RM500,000 for SME from YA2017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between 1 and 4 percentage points based on the increase in chargeable

income (between less than 5% and 20% and above) for YA2017-18

 Export promotion programs to local SMEs by MATRADE, MIDA and SME Corp with allocation of RM130m

 Loan financing totaling RM200m and insurance credit facilities with coverage valued up to RM1bn will be provided

by EXIM Bank to SMEs

 Allocate RM75m to implement programs under SME Master Plan

 Provide guarantee up to RM15bn under the various schemes of Syarikat Jaminan Pembiayaan Perniagaan (SJPP)

to be extended until 2015

 Provide 2% rebate on interest rates charged to SME borrowers under the SJPP scheme. This is limited to a total

accumulated funding of RM1bn, which involves an allocation of RM100m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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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续）

Thrusts Key measures and initiatives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and

enhance agricultural

exports

 Allocate RM1.3bn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at competitive price

 Develop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necessary goods program such as MyFarmOutlets, agrobazzar and Rakyat 1Malaysia premise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dairy industry aa well as madu kelulut and coconut

 RM286m to increase exports of palm oil, rubber, cocoa and pepper

 RM50m to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alm oil products

 A grant of RM30m for the replanting of palm oil by smallholders. A sum of RM20m to upgrade estate roads to

facilitate palm oil smallholders

 RM1.3bn to subsidise paddy price, seeds and fertilisers including hill paddy

 Allocate RM250m to implement the purchase of floor price as an incentive to registered rubber smallholders

 Allocate of RM100m to implement Agropreneur program (production of high-valu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produce

3,000 young entrepreneurs

Invigorate domestic

capital market and

develop Islamic

financial instrument

 Small and Mid-Cap PLC Research Scheme will be introduc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300 companies

 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 to allocate RM3bn to fund managers licensed under the Securities Commission to

invest in potential small and mid-cap stocks

 Establish Capital Market Research Institute with initial funding of RM75m provided through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Fund with initial funding of RM75m

Digital economy  Allocate RM162m to MDEC to implement programs such as e-commerce ecosystem and Digital Maker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location category as Malaysia Digital Hub

 Introduce the first Digital Free Zone in the world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and invigorate internet-

based innovation

 W.e.f 1 Jan 2017, fixed line broadband service providers will offer services at a higher speed for the same price

 Broadband prices to decline by up to 50% within the next 2 years

 Launch an initiative for Ethernet broadband service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to be increased to a maximum 100

gigabytes per second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MCMC) will provide RM1bn to ensure the coverage

and quality of broadband nationwide reaches up to 20 megabytes per seco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nhance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Allocation of RM4.6bn to TVET institutions

 To optimize the government’s assets, nine unused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es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polytechnic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Allocation of RM270m to upgrade educational equipment in TVET institutions

 Allocation of RM50m to extend the 1Malaysia Training Scheme (SL1M) program by GLCs to 20,000 graduates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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