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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主要產業概況 

 

一、 一般產業成長或衰退情形： 

（一） 一般產業成長或衰退情形： 

1. 製造業： 

馬來西亞製造業2021年生產總額為3,372億馬幣，

成長率 9.5% (2020年衰退率 2.6%)。出口導向產業

中，電子電機產品工業成長率 14.7％(2020年成長

率 2.2％)、化學及化學製品工業成長率 9.4％(2020

年衰退率 7.1％)、石油工業成長率 11.6％(2020年

衰退率 10.6％)、橡膠製品工業成長率 18.8％(2020

年成長率 26.3％)。内需導向產業中，運輸相關工

業成長率 1.3％(2020年衰退率 5.7％)、食品業成長

率 1.8％(2020年成長率 0.8％)、建築材料工業成長

率 3.7％(2020年衰退率 12.4％)。2021年製造業出

口額為 1.07兆馬幣，占馬來西亞出口總值 86.1％。 

2. 農業： 

2021年馬來西亞農業生產總額 991.9億馬幣，衰退

率 0.2％(2020年衰退率 2.2％)。出口額為 980.9億

馬幣，占馬來西亞出口總值 7.9％；其中棕油成長

率 44.9％(2020年成長率 18.4％)，出口額為 758億

馬幣。橡膠成長率為 39.0％(2020年衰退率 12.9％)，

出口額為 45.7億馬幣。 

3. 礦業： 

馬來西亞礦業 2021年生產總額為 926.5億馬幣，

成長 0.7％ (2020年衰退 2.2％) 2021年礦業出口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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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97.8億馬幣，出口成長 19.5％（2020年衰退

28.3％)，占馬來西亞出口總值 5.6％。2021年原油

出口總額200.1億馬幣，成長6.2％(2020年衰退28.5

％)。2021年天然氣出口總額 365.8億馬幣，出口

成長 19.5％(2020年衰退 29.7％)。 

4. 營建業： 

馬來西亞2021年營建業生產總額為507.7億馬幣，

衰退 5.2％(2020年成長 6.1％)。 

5. 服務業：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資料顯示，2021年馬來西亞服務業總產

值為 1.7 兆馬幣，第一季總收入為 4,285 億馬幣、

第二季總收入為 4,045億馬幣、第三季服務業總收

入為 3,910 億馬幣，及第四季總收入為 4,600 億馬

幣。 

2021 年馬來西亞服務業增長 1.9%（2020 年衰退

5.5%），佔 GDP總值 57.0%，也是馬來西亞經濟成

長的主要動力。這股動力來自於政府對 45 個服務

領域的開放，帶領國家朝向高收入經濟、確保全面

與持續的發展，並著重人民福利。 

2021年馬來西亞金融和保險增長 10.2%（2020年

為衰退 2.7%），佔GDP總值 7.6%（2020年為 7.1%）。

房地產與商業服務領域衰退 11%（2020年為衰退

15.2%），佔 GDP總值 3.7%（2020年為 4.3%）。運

輸和倉儲領域增長 1.4%（2020年為衰退 21.9%），

佔 GDP總值 3.1%（2020年為 3.1%）。電信業增長

6.3%（2020年為衰退 6.0%），佔 GDP總值 6.9%

（2020年為 6.7%）。批發及零售貿易服務領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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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20年為衰退 6.1%），佔 GDP總值 16.7%

（2020年為 17%）。住宿及餐飲業服務領域衰退

11%（2020年為衰退 26.5%），佔 GDP總值 2.4%

（2020年為 2.7%）、公用事業服務領域增長 2.6%

（2020年為衰退 1.3%），佔 GDP總值 2.8%（2020

年為 2.8%）、政府服務領域增長 5.4%（2020年為

增長 4.5%），佔 GDP總值 9.4%(2020年為 9.2%)，

其他服務領域則衰退 3.5%（2020年為衰退 10.5%），

佔 GDP總值 4.4%（2020年為 4.4%）。 

6. 金融業： 

由商業銀行、證券銀行、金融公司與興業金融機構

組成的銀行體系，是馬來西亞工業界信貸的主要機

構來源。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BNM）是馬國的中央銀行，

負責監督國內銀行體系及發行馬國貨幣令吉

（Ringgit）。作為政府銀行家與財務顧問，馬來西

亞國家銀行負責管理外匯管制條規，也是銀行體系

的最後貸款人。 

馬來西亞有 8家本國商業銀行、18家外國商業銀

行、11家投資銀行、16家回教銀行，另外有 14家

外國銀行設有代表處。除了銀行外，亦有金融公司

接受零售存款與提供分期付款貸款、房屋貸款與租

賃交易，還有貼現公司被核準投資於國庫券、政府

證券、銀行承兌票據、可轉讓存單與私人債務證券，

以及接受短期基金。 

馬來西亞有數家發展金融機構，提供中期至長期的

資本融資。它們是以特殊融資提供者的角色為農業、

工業與出口業服務。相關機構包括馬來西亞興業金

融公司、馬來西亞發展與基建銀行、馬來西亞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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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銀行、馬來西亞出入口銀行、馬來西亞出口

信貸保險公司、馬來西亞農業銀行、沙巴發展銀行、

婆羅洲發展（沙巴）公司、婆羅洲發展（砂勞越）

公司、沙巴信貸公司、馬來西亞信貸保證公司、馬

來西亞國民合作社銀行與國民儲蓄銀行。 

馬來西亞出入口銀行為馬國的對外貿易與投資提

供融資及便利，著重於對馬國出口商與投資者，以

及馬國貨品買主的中期與長期信貸。馬國出口信貸

保險則提供出口保險與保證。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資料顯示，2021年馬來西亞金融和保險

增長 10.2%（2020年為衰退 2.7%），佔 GDP總值

7.6%（2020年為 7.1%） 

7. 電信業： 

馬來西亞電訊公司（Telekom Malaysia，英文縮寫 

TM），簡稱馬電訊，為馬來西亞最大的固網電信（家

用電話）及光纖通訊電信公司，其歷史可以追溯到

1946年。由早期的固定電話、廣播電視廣播業務

的國家電信公司，迄今發展成最大的寬頻業務提供

業者，主要提供數據、固定電話、付費電視及網路

服務。另外，馬來西亞移動電話網絡覆蓋全國大部

分地區，主要移動電話運營商有 Celcom、Maxis

以及 DiGi。 

馬來西亞政府於 2021年 6月 30日與瑞典愛立信

（Ericsson）公司簽下 26億美元合約，為馬國建設

5G電信網絡，這項 5G建設計畫預計將投入 110 億

馬幣，其中 60%以上將在未來 10年內惠及當地承

包商。2021年馬來西亞電信業增長 6.3%（2020年

為衰退 6.0%），佔GDP總值 6.9%（2020年為 6.7%） 



5 

8. 物流業： 

馬來西亞位於東南亞十字路口的中心位置，非常適

合成為運輸業的中轉點。馬來西亞航空貨運設施發

達，擁有六個國際機場，其中吉隆坡國際機場

（KLIA），年客運量為 4,000萬人次，每年貨運量

超過 120萬噸。另外五座國際機場分別為檳城國際

機場、蘭卡威國際機場、新山士乃國際機場、沙巴

亞庇國際機場，以及砂勞越古晉國際機場。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資料顯示，2021年馬來西亞物流領域增

長 1.4%（2020年為衰退 21.9%），佔 GDP總值 3.1%

（2020年為 3.1%） 

（二） 主要工業概況： 

1. 電子及電機業： 

2021年電子及電機產品仍為馬來西亞主要出口項

目，達到 4,557億馬幣（2020年爲 3,862億馬幣），

較前一年成長 18％，占總出口額的 36.8％（2020

年為 39.3％）。 

2. 橡膠製品業： 

2021年馬來西亞橡膠製品產業生產較 2020年衰退，

橡膠及橡膠製品出口總額為 646億馬幣（2020年

約 443億馬幣），成長 45.8％。橡膠製品出口占馬

來西亞總出口額 5.2％。 

3. 化學和化學製品業： 

2021年馬來西亞化學和化學製品產業生產較 2020

年成長。化學及化學製品產業 2021年出口金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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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8億馬幣（2020年為 507.4億馬幣），成長 39.3

％，占馬國總出口額 5.7％。 

4. 機械設備業： 

機械設備及零配件產業 2021年出口金額達 495.9

億馬幣（2020年為 394.4億馬幣)，成長 25.7％，

占馬國總出口額 4.0％。 

5. 運輸設備業、食品業、飲料業及菸草業： 

馬來西亞 2021年運輸設備產業成長 1.3％（2020

年衰退 5.7％），食品產業成長 1.8%（2020年成長

0.8％），飲料產業成長 9.9％（2020年衰退 14.5％），

菸草產業衰退 12.4％（2020年衰退 16.0％）。 

6. 建築材料業： 

馬來西亞 2021年建築材料成長 3.7％（2020年衰

退 12.4％），其中非金屬礦物產品成長 1%（2020

年衰退 14.3％）；基本鋼鐵和有色金屬成長 2.8%

（2020年衰退 4.8％）；金屬製品成長 6.3%（2020

年衰退 15.5％）。 

7. 綠色產業： 

馬來西亞政府多年前開始發展綠色科技產業，在

2021 年也推出「馬來西亞可再生能源路線圖

（MyRER）」，作為國家再生能源的短期及中期發

展計畫，以讓國家邁向低碳能源系統，以達成在

2025年及 2035年再生能源產能分別占總發電量之

31%及 40%的目標。 

再生能源計畫依據 4大類別，即太陽能、生質能、

水力及新能源，規劃國家達成使用再生能源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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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這 4大類別將由 4項計畫作為推動，包括(1)

透過電力市場改革尋找再生能源機會；(2)改善融資

管道；(3)塑造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以及(4)提高

系統之彈性。 

根據再生能源計畫，太陽能和生質能著重於創造新

的商業模式，其中太陽能會加速在建築物頂樓大規

模安裝的太陽能供電裝置計畫；生質能則擴大其使

用率；水力發電將全面拓展其使用率潛力；新能源

則包括探討於 2025 後拓展離岸及陸上的風力發電

方案，以及以綠色氫能技術為主的電池蓄能長期方

案；預計可為再生能源領域，創造 4.7萬個就業機

會，並分別於 2025年及 2035年，吸引 200億馬幣

(約 47.86億美元)及 330億馬幣(約 78.98億美元)投

資額。 

同時，該計畫亦預測，馬國再生能源的產能將從

2020年的 8,450兆瓦（MW），提高到 2025年的 1

萬 2,916兆瓦；並在 2035年提高至 1萬 7,996兆瓦；

而 2030年將可降低供電領域的碳排放量 45%，並

在 2035年則減碳排 60%。 

馬國政府在宣佈「馬來西亞第 12計畫」(12th 

Malaysia Plan)時宣佈，未來將推出全面的國家能源

政策，提供長期策略方向以在 2050年邁向碳中和

國家的願景。其他新政策包括，不再新建燃煤電廠、

2025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目標占全國 31%、發展

電動車技術、實施碳定價和碳稅等，完成碳中和國

家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