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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首相府



地理 面積：33萬平方公里(約臺灣9倍大)
兩大島系：西馬(馬來半島)、東馬(婆羅洲北部)；共13州

人口 3,205萬人(2017)：馬來人(68.8%)、華人(23.2%)、印度人(7.0%)、其他(1.0%)

宗教 伊斯蘭教(61.3%)、佛教(19.8%)、基督教(9.2%)、印度教(6.3%)

語言 馬來語(官方語言)、英語、華語、淡米爾語

主要
城市

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
首都兼最大城市：吉隆坡(Kuala Lumpur)
工商城市：檳城(Penang)、新山(Johor Bahru)、怡保(Ipoh)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DOSM)及貿協市場拓展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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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五世

馬來西亞最高元首
暨吉蘭丹蘇丹

馬來西亞第十五任
最高元首

在位 2016年12月13日
加冕 2017年04月24日

馬來西亞第十四任
副最高元首

在位 2011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3日

吉蘭丹蘇丹

在位 2010年09月13日

納吉·阿都拉薩

拿督斯里哈吉

馬來西亞第六任
首相

就任日期
2009年04月03日

馬來西亞第九任
副首相

任期
2004年01月07日

-
2009年04月03日

選舉君主立憲制和聯邦議會民主制

由九個馬來州屬的蘇丹在統治者會議中選
出，任期五年

最高元首是國家象徵及軍事最高統帥

對外代表國家行使職權，對內負起國家行
政上的最高責任，須來自下議院的議員

馬來西亞聯邦行政機關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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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選淺析

第13屆任期將在6月24日屆滿，大選最遲
必須在8月23日前舉行

納吉於2018年4月6日上午11時45分在布城
首相府獲得馬來西亞國家元首莫哈末五世
的御准下宣布將在隔日解散國會下議院

巫統分裂，前首相馬哈迪另設土著團
結黨與納吉對決，與安華結成同盟

巫統分裂原因：
不滿執政黨處理一馬公司(1MDB)問題

希望聯盟
國民陣線

專家預測及民調結果皆顯示，執政黨
仍會贏得大選

人民對執政黨的不滿來自於經濟

(√) 馬幣貶值→物價膨脹
(√) 2015年4月1日起課徵消費稅6%
(√) 青年失業問題

2018年1月25日央行宣布升息1碼
→有助執政黨勝選

選委會主席莫哈末於4月10日表示選舉日
期將落在5月9日，提名日期和提早投票
日期則分別落在4月28日和5月5日



6

1991年2月28日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
在「第6大馬計畫」中提出

馬來西亞：邁向前路—2020年宏願

目標是讓馬來西亞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家，人均收入提升到1萬5
千美元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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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五年計畫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經濟計劃處（E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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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大馬計畫(11MP)主題

以民為主軸之成長
Anchoring Growth On People

人民是國家的
基石

為人民的未來
做準備

人人享受成長
與發展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經濟計劃處（E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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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大馬計劃目標

2016-2020

RM

92,300

2020

勞動生產總值

(2015: RM 77,100)

5-6%

2016-2020

GDP年成長率

(2015: 5.0%)

RM

10,540

2020

家庭平均月收入

(2014: RM 6,141)

2020

人均國民所得

RM

54,100
=USD 156,90

(2015:USD 9,505)

40%

2020

受僱報酬占GDP

(2015: 34.9%) 1.7%

2016-2020

馬來西亞
幸福指數(MWI)

每年成長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經濟計劃處（EPU）及貿協市場拓展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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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完善

東協十國排名
2017全球競
爭力排名

較2016
上升/下降

2017基礎建設
全球排名

1 新加坡 3 -1 2

2 馬來西亞 23 +2 22

3 泰國 32 +2 43

4 印尼 36 +5 52

5 汶萊 46 +12 60

6 越南 55 +5 79

7 菲律賓 56 +1 97

8 柬埔寨 94 -5 106

9 寮國 98 -5 102

未列入 緬甸 -- -- --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馬來西亞排名第23名，
較2016年上升兩名，為東協第二，僅次於新加坡。基礎建設全球排名第22名。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WEF)2017及貿協市場拓展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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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馬來西亞公民

10.4%

馬來人及原住民

68.8%

華人

23.2%印度人

7.0%

其他

1.0%

馬來西亞公民

89.6%

3,205萬人 2,872萬人

多元種族和平共處

2017年馬來西亞人口及種族分布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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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粉紅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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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蘭莪黑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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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州喬治市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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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普及，華人精通多國語言

東協十國識字率
資料來源：statista2015年統計數據

15歲以上馬國人民識字率達
94.6%

教育普及，識字率高

華人精通馬來語、英語、
華語，以及粵語、閩南
語、客家話、潮汕話等多
種方言

華人精通多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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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雙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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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14屆全國大選 02基礎建設-1550億馬幣

03 通膨壓力-央行加息 04

05 06

2018年可能影響馬來西亞經濟大事件

馬幣令吉匯率變動

國際原油價格變動 06全球經濟走勢

2018年大型基礎建設工程計畫：
吉隆坡─新加坡高速鐵路(600億馬
幣)、東海岸鐵路(550億馬幣)、捷運
系統第3階段工程計畫（MRT)、砂勞
越州泛婆羅州高速公路（總值130億
馬幣)、金馬士至柔佛新山雙軌鐵道
(50億馬幣)、彭亨州與吉蘭丹州中樞
大道(40億馬幣)、輕快鐵第3階段工
程計畫(萬達鎮─莎亞南─巴生，20億
馬幣)、西海岸大道(10億馬幣)，總計
1,550億馬幣(約合381.59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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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幣貶值、油價下跌，2015-16馬來西亞GDP成長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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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CEIC；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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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馬來西亞打造成全
球前20個，在經濟發
展、人民福祉和創新
能力最領先的國家。

2050年國家轉型計畫

(NT50)(2050年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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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Q3 GDP成長率

2017 Q3 私部門消費支出

食品及
非酒精
飲料

通訊
產品

住宅及
公共費
用

主要消費部門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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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15-64歲人口比重69.5%，年齡中位數28.3歲

消費市場深具潛力

2017年馬來西亞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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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國庫控股研究院
《家庭單位調查報告II》

全國 城市 鄉村

全國平均 6,141 6,833 3,831

馬來人 5,548 6,340 3,787

華人 7,666 7,933 4,389

印度人 6,246 6,455 3,874

其他 6,011 7,195 3,204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馬
幣(

令
吉)

華人收入最高、印度人次之

67.5% 68.4% 69.2% 70.1% 70.9% 71.7% 72.5% 73.3% 74.0% 74.7% 75.4%

60%

65%

70%

75%

8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4年馬來西亞平均家庭收入

約3/4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 資料來源：statista



華人
馬來西亞的華人祖先大都來自南洋沿海一帶

從商為主、重視教育、勤奮節儉、習慣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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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精打細算，看到喜歡就購買，不顧自身
的經濟能力，購物時多採分期付款

馬來
人

階級分明，貧富差距很大

自認是較高階層的印度人，在馬來西亞皆為
專業人士，受高等教育，例如律師、醫生等

印度
人

馬來西亞各種族消費習性



購物廣場

Shopping Mall

霸級市場

Hypermarket

超級市場

Supermarket

百貨公司

Department Store

便利店

Convenience Store

雜貨店

Grocery Store

馬來西亞消費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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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5

02 04

城鄉購買
力差異大

休閒市場
快速成長

量販店、超
市發展蓬勃

消費愈加
注重品質

品牌效應
興起

馬來西亞市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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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港˙馬來西亞第二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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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GDP成長率6.2%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成長率
服務業

製造業

農業

營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各業別占GDP比重

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製造業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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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隆坡／巴生谷 石油、天然氣及能源 棕油及橡膠 批發及零售業

金融服務 觀光 電子與電器 商業服務

通訊及基礎建設 教育 農業 醫療保健

經濟轉型計畫(ETP) 12 項關鍵經濟領域

2015

2010

2020年邁入
高所得國家之林

第
10

大
馬
計
畫

(

5

年)

第
11

大
馬
計
畫

(

5

年)經
濟
轉
型
計
畫(

10

年)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表現管理和履行單位(PEM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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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大馬計畫-優先發展綠色能源產業

1 提升包容性，以打造
更平等的社會

4

2

5

3

6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

加速人力資本發展，
以邁向先進國

推動綠色成長，讓經
濟永續成長和更堅韌

加強基礎建設，來支
援經濟擴張

重建成長，達致更繁
榮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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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al Industry Master Plan (2008-2020) 清真產業總體規劃

→2020年馬來西亞成為全球清真中心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工業暨貿易部(MITI)

讓馬來西亞與清真有關的產業，在創新、生產及貿易方面，均成為全球的領導
者。

這些產業包括：加工食品、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藥品、食材及家畜，以及
物流、旅遊及醫療保健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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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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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人口超過2千萬人，且逐年增加 使用手機上網人口接近2千萬人，且逐年增加

平均每人持有手機數量超過一台

資料來源：statista

資料來源：statista 資料來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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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電子商務規模將從2015年40億馬幣，增加到2025年320億馬幣，占零售市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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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喬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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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雙邊貿易

貿易
總額

對馬
出口

對馬
進口

貿易總額 175.5億美元(成長 24.5%)
馬國為我第 7 大貿易夥伴，占我總貿易額 3.0%

我對馬國出口 103.7億美元(成長 32.7%)
馬國為我第 8 大出口國，占我總出口 3.3%
我為馬國第 5 進口來源國，市占 6.5%

我自馬國進口 71.8 億美元(成長 14.3%)
馬國為我第 8 大進口國，占我總進口 2.8%

臺馬雙邊貿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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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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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進口市場概況
近年來我國產品在馬來西亞進口市場市占率逐年上升，
以電機電子產品表現最佳

資料來源：GTA及貿協市場拓展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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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市場需求與臺灣產業互補

資料來源：GTA及貿協市場拓展處整理

CH85 電機電子產品

68.3%

CH84 機械產品

5.6%

CH72 鋼鐵

5.0%

CH27 礦物燃料

3.8%

CH39 塑膠製品

2.9%

CH40 橡膠製品

1.8%

CH90 光學產品

1.7%

CH29 有機化學品

1.4%

CH38 雜項化學品

1.1% CH74 銅及其制品

0.9%

其他

7.7%

2017年
馬自臺
進口

128億美元

CH85 電機電子產品

31.6%

CH27 礦物燃料

15.3%
CH84 機械產品

11.0%
CH15 動植物油脂

6.2%

CH90 光學產品

3.6%

CH39 塑膠製品

3.4%

CH40 橡膠製品

3.3%

CH38 雜項化學品

2.0%

CH29 有機化學品

1.8%

CH44 木及木製品

1.6% 其他

20.3%

2017年
馬總出口
2,179億
美元

2017年馬來西亞前十大出口產品

2017年馬來西亞自臺灣進口前十大產品

根據GTA資料庫，2017年馬來西亞總出口金額成長
14.7%，其中電機電子產品出口金額成長17.9%，同
一時期自臺進口電機電子產品的金額成長38.7%

根據財政部統計，2017年臺灣總出口金額成長
13.2%，對馬來西亞出口金額成長32.7%，其中電機
電子出口金額成長43.9%

馬來西亞自臺灣進口產品與馬來
西亞主要出口產品品項雷同。

馬來西亞自臺灣進口主要是中間
產品，市場需求與臺灣產業互補
性高



國別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新加坡 越南 柬埔寨

年別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1959-1990 1,553 10,352 1,786 9,226 824 982 885 12,774 316 1,391 614 13,662 168 428

2001 50 159 88 297 9 12 69 84 26 378 137 456 7 57

2002 41 63 64 66 22 236 50 83 27 26 189 277 4 7

2003 57 339 57 164 22 47 49 118 15 26 167 322 1 1

2004 53 269 78 109 22 30 41 69 18 822 159 470 7 17

2005 57 418 71 114 20 25 43 133 16 98 181 453 6 16

2006 63 284 70 110 27 38 27 219 18 806 124 232 15 51

2007 49 248 41 119 28 445 31 51 9 1,194 226 1,787 13 40

2008 47 223 32 256 18 29 46 306 14 698 138 8,657 8 21

2009 32 156 32 209 8 5 47 118 6 37 53 1,356 6 27

2010 39 140 41 408 21 33 58 85 8 33 97 1,220 18 92

2011 40 198 23 440 23 74 94 531 12 449 64 394 22 82

2012 58 376 13 56 2 59 75 487 19 4,499 53 196 23 97

2013 41 230 18 40 10 71 90 307 10 158 66 415 16 85

2014 42 101 30 198 11 67 95 1,565 17 137 85 512 7 29

2015 52 432 24 297 13 121 66 167 19 230 110 940 14 47

2016 46 228 18 122 7 33 480 149 26 1,554 216 1,327 12 40

2017(1-9) 29 125 14 140 4 200 368 336 19 914 87 295 6 20

累計 2,349 14,339 2,500 12,370 1,091 2,508 2,614 17,583 595 13,449 2,515 30,875 353 1,157

我國在東協主要國家投資統計表

製
表
單
位
：
經
濟
部
投
資
業
務
處

金
額
單
位
：
百
萬
美
元

根據馬方MIDA統計，臺對馬

投資金額已高達123.7億美元，
遠高於投審會對外核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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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投資

臺對馬
投資

馬對臺
投資

依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統計，
截至 2017 年 9 月底止，臺商對馬來西亞
累計投資金額 123.7億美元，共 2,500 件

我國為馬來西亞累計外人投資第 4大國，
僅次於日本、美國及新加坡。

依據投審會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8
年 2 月止，馬來西亞投資我國共 1,893 
件，累計投資金額達 30 億美元。

臺馬雙邊投資概況



瑞士

17.3%

荷蘭

14.1%

新加坡

12.8%

香港

10.1%

德國

9.5%

臺灣

4.2%

其他

32.1%

其他

36.3%

2017.1-9
大馬FDI
33.5

億美元

(第9名)

39

2017年1-9月臺灣位居馬來西亞製造業外人投資第9位

電子與電機

49.1%

科學與測量儀器

37.4%

金屬鑄造

8.1%

木材

2.0%其他

3.4%

2017.1-9

臺對馬
FDI
1.4

億美元

檳城州

86.5%

柔佛州

9.8%
其他

3.7%

2017.1-9

臺對馬
FDI
1.4

億美元

資料來源：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

投資業別

投資州別

2017年1-9月馬來西亞主要外資來源國

2017年1-9月臺灣對馬投資業別及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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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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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市場之挑戰

01
馬來人優
位主義

02 人工短缺

03
人事成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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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來說，馬來西亞之優點

1 2

3 4

優良經商環境 通曉多國語言

數萬留台學生 喜愛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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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與當地產業合作機會)

市場拓銷建議

電子電機產品、半成品及零配件、機械設備、電腦及周邊設備、鋼鐵製品、
石化產品、塑橡膠製品、光學儀器、化學品

臺灣出口優勢產品

馬來西亞立志成為全球清真中心

清真產品

太陽能發電、生質燃油、風力發電、水力發電

綠能產業商機

IOT及機械產業、生物科技、智慧城市

工業4.0商機

善用臺灣農業科技進行雙向交流

精緻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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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當地消費者特性)

市場拓銷建議

電子商務、電子支付

智慧型手機持有率高

運動休閒、醫療美容

重視消費品質及休閒

3C電子產品、餐飲連鎖加盟

品牌效應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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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銷

策略

掌握文創

觀光優勢

與華商深

入合作

電子商務

商機

清真產業

合作

(食品/美妝)

綠能科技

商機

智慧城市

商機

深耕消費

市場

馬來西亞市場拓銷策略



簡報完畢，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