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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马来西亚的经济前景

马来西亚的投资展望

马来西亚–中国双边经贸以及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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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经济目前进入复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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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接种计划的展开提高情

绪, 消费者情绪改善，被压抑

的需求强力恢复，低利率和

现金发放赈济

• 然而，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

疲弱

4.3
1.6

-11.9

6.7

2018 2019 2020 2021E

私人投资增长
%

(占 15.7% GDP) 

7.3

-0.8

-1.4

2.7

2018 2019 2020 2021E

总出口增长
%

• 多项投资激励和投资者信心

改善将有助于促进业务营运

和复兴私人投资活动

• 受益于全球经济, 全球贸易和

供应链的复苏

• 电子和电器产品、橡胶制品、

保健产品及棕榈油的高需求

和较高原油价格

(占 59.5% GDP) 

(占 61.6%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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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各大经济领域将取得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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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工业发展计划 (2021-2030)

 将列出关键的工业发展和战略，包括对激励框架进行全面审查

 工业4.0技术不仅为制造业提供了机会，而且还为农业，采矿和

服务业提供了机会

 再工业化 (reindustrialization) 加速工业转型和为价值提升提供

机会，从而将制造业提升到更高水平和复杂性

3. 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RCEP)

 区域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15个RCEP成员 –

占世界人口约30％，全球GDP约28.2％，全

球贸易约27.2％，全球FDI流入约23.6％

 通过开放贸易规则和促进投资便利扩大贸易、

服务和投资机会的门户和催化剂

 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是受关注的领域，对中小

企业最有希望

2. 马来西亚数字化大蓝图 (2021-2030)

 将马来西亚转变成一个以数字为基础，以技术为驱动力的高收

入国家，并在数字经济方面发挥区域领先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软件和硬件基础架构的开发和投资

 210亿令吉 – 通过国家数字网络 (JENDELA) 于未来5年作出投

资

 16.5亿令吉 – 由数家电信公司作出投资

 150亿令吉 – 于未来10年内的投资，以在全国实施5G网络

 120亿至150亿令吉 – 未来五年由四家打造和管理超大规模的数

据中心和云服务的云服务提供商（CSP）公司作出投资：

微软 (Microsoft)；谷歌 (Google)；亚马逊 (Amazon)；马电讯

(Telekom Malaysia)

1. 第12大马计划 (2021-2025)

 打造 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SPV 2030)

经济增强 – 社会重整 –环境可持续性

 设定5年经济增长和发展支出目标

 加快向“绿色经济”的发展

 发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工业革命4.0；加快

最新技术的采用和数字化；生物质能和智能农

业

 通过专注于高科技活动鼓励高质量的投资

推动马来西亚中期经济增长和投资前景的四大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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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竞争优势的亮点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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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国家工业发展转型之旅 - 关注的行业和领域

里
程

碑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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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投资激励措施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商务旅客中心 (BTC) – 设立于吉隆坡国际机场：为短期商务旅客提供无需隔离的优化措施*

1. 飞抵马来西亚后，在BTC的专用实验室进行拭子测试（3小时内获得检测结果）
2. 在申报健康状况后，短期商务旅客将通过移民绿道
3. 政府将为拥有已批准指定商务行程的短期商务旅客配备一名随行官员#

* 需检验为阴性，且符合措施所列条件 # 指定商务行程需在申请飞往马来西亚时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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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投资激励措施（续）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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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双边贸易和投资一览

自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十二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达3,298亿令吉，
占2020年马来西亚总贸易额的18.6％

中国：

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地点
(2020：1,586亿令吉；总额的16.2%)

中国：

第6大对外直接投资总流出
(2020：19亿令吉；总额的4.6%)

第10大对外直接投资库存
(2020：113亿令吉；总额的2.2%)

出口 马来西亚在中国
的直接投资

中国：

马来西亚最大的进口来源
(2020：1,712亿令吉；总额的21.5%)

中国：

第6大国外直接投资总流入
(2020：58亿令吉；总额的4.1%)

第8大国外直接投资库存
(2020：231亿令吉；总额的3.3%)

自2016年以来，中国是马来西亚制造业
最大（获批）的外国投资来源

进口 中国在马来西亚
的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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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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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进口自中国
RM billion %, YoY年均 (2016-2020) 增长：5.8%

主要出口至中国的产品 (2020)* 亿令吉 % 份额

85 电子和电器产品 598 37.7%

27 矿物燃料和原油 184 11.6%

72 钢铁 96 6.0%

39 塑料产品 94 6.0%

15 动植物油脂 82 5.1%

主要进口自中国的产品 (2020)* 亿令吉 % 份额

85 电子和电器产品 598 35.0%

84 机械设备 275 16.1%

27 矿物燃料和原油 85 4.9%

39 塑料产品 69 4.1%

38 杂项化工产品 45 2.6%

* 以HS海关编码分类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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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双边投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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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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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的中国投资于马来西亚制造业

1.9
4.8 3.9

19.7

15.3
17.8

8.5

17.4 17.9

33.9

28.4

31.4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获批投资额 % 份额

在马来西亚获批中国有参与的制造业投资
RM billion % • 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年为马来

西亚制造业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

• 于2020年，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批准了71项有中国参与的制造业投资项

目，当中涉及的投资额达178亿令吉。主

要的制造品包括基本金属、纸张与印刷，

以及电子和电器产品。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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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 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共15个RCEP成

员：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的总贸易额

占其总贸易额的31.7%；马来西亚与RCEP成

员的总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58.0%。

• 通过关税的降低以及贸易、服务和投资便利

化规则宽松下，RCEP将成为加深马来西亚与

中国的双边贸易和服务的渠道。

• 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重点为工业 4.0 (IR

4.0)、数字化、5-G技术、电子商务、绿色投

资、可再生能源、智能和电动汽车、智能交

通基础设施等。

•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促进

双方之间的双赢交易与合作。马来西亚在高

科技产业、数字化、农业技术，以及为未来

规划和建设智能和生态环境工业园区方面，

可以向中国多加学习。

“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贸易和投资前景的催化剂

2. 一带一路倡议

• 中国继续重视高质量的“一带一路”投资和

绿色发展。

• 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数

字经济、绿色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等。

• 巨大的商机：制造业（主要是高科技驱动，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清真食品）、服

务业（旅游，物流，数字化业务，电子支付

网关）、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农业和可

再生能源。

• 另一个重要的元素是马来西亚所缺乏的技术

知识和技能的转移。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China）；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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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马来西亚的项目（例子）

项目：106交易塔

（馬來西亞第二高建筑物）

主承包商：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

项目：苏丹阿都哈林大桥（槟城第二大桥）

主桥和桥梁海上桩基部分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项目：东海岸铁路

建设工程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承建

项目：森林城市

由碧桂园太平洋景有限公司开发

资料来源：各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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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马来西亚重点领域投资的中资企业

21家在马来西亚运营的《财富》全球500强

中资企业，包括：

54家在马来西亚运营的《财富》中国500强

中资企业，包括：

109家中资相关的全球机构获批，涉及的投资额达3,110万美元，包括：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17Socio-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已在马来西亚运营的中国企业（例子）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中资企业总商会（CECCM）;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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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 (MCKIP)

• 2013年2月5日，马中关丹产业园正式开园。

• 多项特惠政策，例如：

 长达15年的所得税完全豁免

 印花税豁免（工业园区发展，农业和旅游项目）

 原料、部件及零件、厂房、机械及设备的进
口税及销售税豁免

与MCKIP签署备忘录

占地3,500亩

1. 东莞建晖纸业有限公司投资额高达33亿5000万
令吉生产纸张和纸浆

2. TNP Power私人有限公司将投资3亿4174万令吉
设厂,投入于热电联产

3. 中信资源再生科技私人有限公司投资1亿2248万
令吉，以生产纸和塑料颗粒制造项目

2019年9月进行动土仪式

- 投资数亿令吉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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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在中国有业务的马来西亚企业

Sunway

双威
Lion Group

金狮集团
IOI Group

IOI集团

Sime Darby

森那美
Unisem

友尼森

Genting

云顶

资料来源：各种来源

Capital Dynamics

资威
Tropicana

丽阳

Carsem

嘉盛

IJM

怡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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