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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 2020预测 恶化

3.7%

服务业

67.1%

2.7%

制造业

69.2%

6.3%

建筑业

67.1%

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
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M-BECS）

M-BECS 旨在于测定:

i. 经济与商业表现及前景；

ii. 影响企业表现的因素；以及

iii.当前企业所面对的课题。

2020上半年商业状况变糟

商家们对2021年经济和商业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经济前景 (% 回复者)商业前景 (% 回复者)

调查的意义

•测定商界对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期；
以及

•为中总提呈备忘录和政策建议提供基础

M-BECS 1H 2020 and 2H 2020F

M-BECS 2H 2019 and 1H 2020F

备注:（）显示2019下半年的改变

(-13.8)

(-17.9)

(-2.5)

(+41.4)

(+44.0)

(+43.3)

(+37.7)

(-22.4)

(-15.3)

(+42.1)

(-28.4)

(-13.6)

(+41.2)

(-25.8)

(-10.4)

(+44.4)

(-31.0)

(-13.3)

许多来自3个领域的回复者对
2020年商业期望感到悲观

备注: E=估计; F=预测;( )的数据显示上次调查的
回复者百分比变化

828 名回复者参与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马来西亚商业和经济状况调查。

扩充 保持不变 恶化



46.4

22.0

24.3

44.6

76.2

73.3

1H 2020F*

1H 2020A

2H 2020F

Good Satisfactory Poor

51.5

29.5

28.5

41.4

68.6

69.8

1H 2020F

1H 2020A

2H 2020F

52.4

26.4

25.8

40.6

71.9

71.6

1H 2020F*

1H 2020A

2H 2020F

商业脉诊

五大影响商业表现的因素

新冠肺炎的影
响

(87.7%)

行动管制令
(MCO) (82.5%)

高营运成本和
现金流问题

(44.1%)

疲弱的商业和
消费者情绪

(44.0%)

消费者习惯改
变

(43.1%)

国内销售

销售量 销售价

原料成本

本地 进口

资本开销

商业评估

增加

保持不变

减少

18.1% 21.5% 21.3% 20.0%

47.8% 49.5%
56.3%

48.7%

33.7% 31.6%

17.4%
19.5%

37.8% 38.2%

38.4% 39.8%
33.3%

38.7%

46.3% 47.1%

64.4% 59.1%

40.8% 41.8%

13.8% 10.7% 10.5% 12.6%
20.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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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实值; F=预测; *1H 2020F 数据取自上一期调查结果 (M-BECS 2H 2019 and 1H 20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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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令及新冠肺炎之后：商业影响及政府政策反应

当前课题

49.0%

11.6%

39.4%

U 型复苏

V 型复苏

L 型复苏

49.0%回复者预计大马经济会呈现“U型复苏”

71.4% 回复者预料能在新冠肺炎影响下继续运作，尽管前路艰辛

4.5%

24.1%

26.8%

44.6%

很大可能结束营运

很难坚持，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持续多久

可以，采取削减成本的
措施和重新制定业务战略

尽管前路艰辛，但尚可管理

乐观

悲观

U型复苏 – 疫情受到控制，2020年经济衰退，2021
年会缓慢恢复

定义

V型复苏 – 疫情受到控制，2020年经济衰退，
2021年接着强势反弹

L型复苏– 疫情逐渐受控制，2020年经济衰退，
2021年没有增长或缓慢增长

至少需要4到12个月 (68.4% 回复者) 让业务恢复

企业对2020-2021年马来西亚经济复苏态势的预期

行动管制令期间及新冠肺炎之后的企业持续性

10.5%

29.3%

39.1%

21.1%

1-3 

个月

4-6

个月

7-12 

个月

超过
一年

管制令及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企业复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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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课题（续）

“Yes”

68.3% 回复者使用期内部储备来支付固定运营费用

61.4%回复者表示供应链中断导致客户订单减少

31.7%的回复者将会与员工协商，共同分担就业
成本负担

受供应链中断影响的业务部分

企业的就业成本管理策略

使用内部储备

68.3%

申请新贷款或融资

33.1%

针对现有的商业贷款选择自
动延期偿还6个月

32.8%

与供应商协商
付款条件

30.4%

实施与劳工有关的措施

28.9% 25.4%

调整商业模式与寻找
新市场

协商新冠疫情期间
免租

21.2%

其他

1.5%

61.4% 48.0% 36.8% 34.0% 25.3% 12.8% 11.0%

客户订单
减少

收款困难 原料价格
上涨

运输费
增加

原料不足 违反合同
义务

对业务没有
影响

31.7% 30.8%

20.4% 19.5%

28.2%

22.4%

与员工协商，
通过减薪共
同分担负担

实行灵活的
工作时间

员工必须申
请无薪假

裁掉部
分员工

尚未，不过
即将实行

没有意愿

77.6% 实行或将采取行动

51.8%的回复者在面对行动管制令和新冠病毒肺
炎后的新常态，选择进行业务重组和再造

51.8%

48.5%

39.7%

31.0%

27.4%

1.7%

业务重组和再造

业务连续性计划以
管理危机和风险

更数字化；
电子商务和自动化

更适应技术辅助工具

劳动力和公司组织转型

其他

公司应对行动管制令和新冠病毒肺炎后新常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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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课题（续）

企业运营和合规成本需要进一步协助

企业对刺激私人消费的期望

企业对政府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期望

刺激和维持私人消费的措施

回复者对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PRIHATIN)的评估为“中立”60.7% 

薪资补贴（71.8%）是最作为减轻现金流负担的
最受欢迎减措施

薪资补贴 (71.8%)

暂停偿还贷款 (50.2%)

延迟缴交所得税 (44.1%)

66.3%回复者希望政府考虑，额外延长中小型企
业自动暂缓偿还贷款3至6个月*

回复者受惠的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措施 商业对延长偿还中小型企业企业或金融贷款的期限

 额外增加6个月 (45.8%)

 额外增加3个月(20.5%)

 无需额外增加月份 (17.7%)

采取更多措施，减轻业务运营成本和降低
合规成本 (70.5%)

更高数额和更长期限的薪资补贴 (64.9%)

降低特别救济基金收取的利率，以及提高
每家企业的贷款数额 (51.0%)

实施公共基本设施项目，以支持本地需求

政府振兴本地需求的行动计划

加快进行40亿令吉的小型项目 (64.8%)

吸引高质量和有创造价值的外国直接投资；
加强国内直接投资 (61.7%)

投资采用高科技、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目
的“新智能基础设施”(54.7%)

大型公司的企业税降低至22%，而中小型企
业的企业税降低至15% (83.9%)

暂定征收2021年的外劳人头税或减少50%
(46.7%)

重新推行3%的消费税 (40.3%)

在2021年的课税年，年收入低于10万令吉
的纳税人可免税 (72.6%)

*通过豁免旅游税、酒店服务税和主题公
园娱乐税，鼓励国内旅游 (55.6%)

减少产业盈利税；2021年至2025年首次购
屋者的印花税减少50% (54.2%)

2021年财政预算案期望

Note: * 已在PENJANA计划下实行，2020年9月后延长灵活偿还贷款计划

 已经选择不使用自动付款延期方案 (16.0%)



调查联办单位:

特别鸣谢

中总对其十七个基本会员及属下所有会员给予的全力支持表示万分感谢

隆雪中总 巴生中总 砂中总 森中总

居銮中总 沙闽中总 槟中总 甲中总

丹中总 彭中总 霹中总

柔中总 峇株中总 吉中总

北霹雳中总 登中总 玻中总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
6th Floor, Wisma Chinese Chamber, 258,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4260 3090 / 3091 / 3092 / 3093 / 3094 / 3095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acccim.org.my www.acccimserc.com

M-BECS 2020上半年及2020下半年预测

http://www.acccim.org.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