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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是一個全球性的專業諮詢服務組
織，擁有超過 219,000名跨領域、服務
與國界的專家，在 147個國家提供專業
化的審計、稅務及顧問服務，我們的服
務對象涵括了商業機構、政府、公共部
門及非營利組織等。透過 KPMG的全
球服務網絡，我們整合人才、產品與科 
技，並以產業知識與最佳典範來提升服
務品質。

KPMG台灣所歷經多年不斷的發展與成
長，目前有超過 120位執業會計師及企
管顧問負責人，及近 2,500位同仁，服
務據點遍及台北、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五大城市， 為目前國內最具規模的
會計師事務所及專業諮詢服務組織之一。

KPMG在臺灣的轄下組織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畢馬威財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 安侯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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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美中貿易戰，東協各國近年成為熱門
投資首選。馬來西亞因具有投資環境穩定、
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開放的投資政策…等
優勢，大群臺商已在馬來西亞深根布局許
久。目前馬來西亞政府提供優惠以鼓勵高科
技企業、中小型企業，發展馬來西亞多媒
體超級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alaysia)、 經 濟 發 展 走 廊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idors)，使當地投資環境
更簡易且更具吸引力，並期許馬來西亞能在
2025年或之前成為高科技產業的生產基地。

而臺、馬雙邊經貿投資關係密切，赴馬臺商
在當地的大量投資，也帶動臺、馬間貿易總
額的穩定成長。依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統
計，2019年我國為馬來西亞在製造業方面之
累計外人投資第 3大國。

本手冊蒐集了馬來西亞基本投資環境介紹、
外國投資法令及基本稅務規定，提供使用者
一個便於查詢之平台，以進一步提升臺、馬
經貿與投資合作關係，適時切入市場，達成
雙方雙向互惠、互利共榮的具體目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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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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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介紹

人 口 3,260 萬人（2019）

政 府 君主立憲之聯邦政府

土 地 面 積 約 33 萬平方公里

首 都 吉隆坡

語 言 馬來語（官方語言）、英語、華語

主 要 宗 教 伊斯蘭教（國教）、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

貨 幣 馬來西亞令吉（Ringgit Malaysia, RM）

時 區 GMT+8

主 要 城 市 檳城、新山、怡保、馬六甲

國內生產總值 
（ G D P ）

3,226.12億美元（2019Q3）

GDP 成 長 率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2020年 GDP成長率預估為 4.4%

主要外國直
接投資國家
（ 製 造 業 ）1

2019年 1月至 9月：
1.美國（約 29億美元）
2.中國（約 16億美元）
3.臺灣（約 12億美元）
4.新加坡（約 11億美元）
5.日本（約 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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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特 區  � 柔南依斯干達經濟特區 
（Iskandar Malaysia in Southern Johor, IRDA）
 � 東海岸經濟走廊特區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ECER）
 � 北馬經濟走廊特區 
（North Corridor Economic Region, NCER）
 � 沙巴州發展經濟走廊特區 
（Sabah Development Corridor, SDC）
 � 砂勞越州再生能源走廊特區 
（Sarawak Corridor of Renewable Energy, SCORE）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08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項目 重點內容

貨幣 馬來西亞令吉（Ringgit Malaysia, RM）

外匯管制

 � 馬來西亞秉持自由的外匯管制原則，以維護貨幣和金融
的穩定，提供跨境經濟活動更有利之環境。

 � 中央銀行負責外匯管制和制定規範，從而協助銀行監控
國際交易結匯支付和收取款項。

 � 非居民投資者可
-  使用馬來西亞令吉或外國貨幣進行各種類型的投資（直
接或證券投資）

-  在持有執照的境內銀行設立本國貨幣帳戶或外幣帳戶

-  資本、利潤和所得（包括股息、利息、專利費、租金
和佣金）需以外幣型式匯出本國

 � 除與特定國家之貿易往來外，外匯管理規定已逐漸放
寬。一般來說，限制僅限於擁有境內令吉借款的居民。

會計原則

 � 公開發行公司，須採用馬來西亞財務報告準則（MFRS）
編製財務報表。

 � 非公開發行公司，可選擇採用私人企業報告準則
（MPERS）或馬來西亞財務報告準則（MFRS）。
 � 公司必須提交年度報表、董事報告和財務審計報告給
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CCM）。財務報告必須經過政府
認證的審計師之獨立審閱。根據《2016年公司法》和
《2001年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法》，某些類型的非公開發
行公司有資格獲得審計豁免，例如：已停止業務之公司 
（Dormant company）、零收入公司和符合門檻的公司。
符合條件的公司選擇豁免審計時，必須向公司註冊員提
交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並附上所需的審計豁免證書。

 � 首次設立之公司必須在年度結束前 30 天內委任事務所執
行財務報表審計。

基本投資環境介紹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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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內容

公司設立型態

商業組織主要類型包括：
 � 有限公司（公開發行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 外國公司在當地的分支機構
 � 代表辦事處
 � 無限 /有限責任合夥
 � 獨資企業

外資投資主管
單位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與臺灣投資保
護協定 中馬投資保障協定

與臺灣簽訂租
稅協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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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主要進出口分析 2

主要出口產品

主要進口產品

Major products Major products
總出口: RM986.4 billion

Jan-Dec, 2019

 Electrical & electronic products 電器與電子產品 372.67

Petroleum Products 石油製品 71.51

Chemicals & chemical products 化學與化工產品 57.01

LNG 液化天然氣 41.54

Manufactures of Metal 金屬製品 41.49

Machinery, Equipment & parts 機械、機器與零組件 41.39

Optical & Scientific Equipment 光學儀器與設備 38.56

Palm oil 棕櫚油 38.03

Crude Petroleum 原油 26.35

Rubber Products 橡膠製品 25.63

Other products 其他產品 232.23

Total 總計 986.41

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ompiled By: MATRADE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總總出出口口金金額額：：RM986.41(十十億億)
Jan-Dec, 2019

1  電器與電子產品：372.67

2  石油製品：71.51

3  化學與化工產品：57.01

4  液化天然氣：41.54

5  金屬製品：41.49

6  機械、機器與零組件：41.39

7  光學儀器與設備：38.56

8  棕櫚油：38.03

9  原油：26.35

10 橡膠製品：25.63

11 其他產品：232.23

 總計：986.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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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products Major products

Eletrical & electronic products 電器與電子產品

Chemicals & chemical products 化學與化工產品

Petroleum Products 石油製品

Machinery, Equipment & parts 機械、機器與零組件產業

Manufactures of Metal 金屬製品

Transport Equipment 運輸工具

Iron & Steel Products 鋼鐵製品

Crude Petroleum 原油

Optical & Scientific Equipment 光學儀器與設備

Processed food 食品加工

Other products 其他產品

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ompiled By: MATRADE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分比]

總總進進口口金金額額：：RM 849.01 (十十億億)
Jan-Dec, 2019

1  電器與電子產品：245.46

2  化學與化工產品：81.55

3  石油製品：77.51

4  機械、機器與零組件產業：69.64

5  金屬製品：47.1

6  運輸工具：40.78

7  鋼鐵製品：31.19

8  原油：25.19

9  光學儀器與設備：24.18

10 食品加工：20.28

11 其他產品：186.14

 總計：849.01

1

34
5

6

7
8

9
10

11

單位：十億；令吉（RM）

單位：十億；令吉（RM）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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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口國家

主要出口國家 Major Countries Major Countries
總出口: RM986.4 (十億)

Jan-Dec, 2019

China 中國 139.61

Singapore 新加坡 136.89

USA 美國 95.78

Hong Kong 香港 66.54

Japan 日本 65.25

Thailand 泰國 55.81

India 印度 37.55

Taiwan 臺灣 36.95

Vietnam 越南 34.73

South Korea 南韓 33.76

Other Countries 其他國家 283.54

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ompiled By: MATRADE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總總出出口口金金額額：：RM986.41 (十十億億)
Jan-Dec, 2019

1  中國：139.61

2  新加坡：136.89

3  美國：95.78

4  香港：66.54

5  日本：65.25

6  泰國：55.81

7  印度：37.55

8  臺灣：36.95

9  越南：34.73

10 南韓：33.76

11 其他國家：283.54

 總計：986.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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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Countries Major Countries
總出口: RM986.4 (十億)

Jan-Dec, 2019

China 中國 139.61

Singapore 新加坡 136.89

USA 美國 95.78

Hong Kong 香港 66.54

Japan 日本 65.25

Thailand 泰國 55.81

India 印度 37.55

Taiwan 臺灣 36.95

Vietnam 越南 34.73

South Korea 南韓 33.76

Other Countries 其他國家 283.54

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Compiled By: MATRADE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類別名稱], RM[值], [百
分比]

總總出出口口金金額額：：RM986.41 (十十億億)
Jan-Dec, 2019

1  中國：175.59

2  新加坡：89.55

3  美國：68.67

4  日本：63.58

5  臺灣：57.03

6  泰國：44.17

7  南韓：38.80

8  印尼：38.80

9  德國：26.75

10 印度：24.29

11 其他國家：221.79

 總計：849.01

1

3

4
56

7
8

9
10

11

單位：十億；令吉（RM）

單位：十億；令吉（RM）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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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當地經營狀況

項目 重點內容

臺商當地
經營現況

依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統計，在製造業方面我國臺商對馬來
西亞累計投資金額達 12億美元，為第 3大國，尤以電子與電
機產品製造為最大宗。

主要投資
產業

橡膠製品、紡織與成衣、石化產業、食品製造、交通配備、家
具與配件、電子與電機產品、金屬鑄造產品、科學與測量儀
器、木材產品、化學與化學產品及機械設備等。

主要投資
地點

霹靂州、柔佛州、雪蘭莪州、沙巴州、吉打州、檳城及彭亨州
等地區。

主要臺商
組織

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設在吉隆坡，全馬各地區另設七個
聯議會，包含中馬區臺灣商會（範圍含吉隆坡、雪蘭莪州、彭
亨州及森美蘭州）、檳城州臺灣商會、霹靂州臺灣商會、馬六
甲州臺灣商會、柔佛州臺灣商會、東馬區臺灣商會（範圍含沙
巴州及砂拉越州）及吉打州臺灣商會（範圍含吉打州及玻璃市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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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投資概況

主要臺商企業介紹

代表臺商企業 州別 公司在馬來西亞
主要營業項目

原相科技 PixArt Imaging Inc. 檳城州 IC設計

環泰企業 Taiwan Fructose 霹靂州 食品加工製造

東台精機集團 Tongtai Group 雪蘭莪州 機器、機械設備

緯創資通 Wistron Corporation 雪蘭莪州 電子與電機產品

永信藥品控股 Y.S.P. Industries
吉隆坡市、
雪蘭莪州 製藥產業

中鋼集團 CSC Steel 馬六甲州 金屬製造產品

友達集團 AUO Group 馬六甲州 電子與電機產品

全宇生技控股 All Cosmos Bio-Tech Holding 柔佛州 有機肥料

1

2 3

4

5 6

7

1  吉打州（Kedah）：電子電機、金屬、木製品、傢俱、化學為主。

2  檳城州（Penang）：電子電機、機械、金屬、化學、塑膠、紙、紡織品為主。

3  霹靂州（Perak）：電子電機、木製品、塑膠、金屬、紙為主。

4  吉隆坡市（Kuala Lumpur）、雪蘭莪州（Selangor）、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
電子電機、金屬、傢俱、化學、橡膠、運輸設備、機械、紡織為主。

5  馬六甲州（Malacca）：鋼鐵、太陽能、金屬、石化、電子電機、傢俱、紙為主。

6  柔佛州（Johor）：石化、化學、陶瓷、傢俱、木製品、紡織、金屬、機械、橡膠為主。

7  東馬沙巴州（Sabah）、砂拉越州（Sarawak）：木製品、化學、橡膠、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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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子製造產業聚落 

上游材料與支援產業

中游零組件

下游組裝與系統產品

群聯（檳城）、環球晶（雪蘭莪）、 
東台精機（雪蘭莪）、和勤精機（柔佛）

大毅科技（檳城）、日月光（檳城）、廣宇（檳城）、光寶科（檳城）、 
力信興業（檳城）、濱川（檳城）、欣厚（霹靂）、 

華新科（霹靂、彭亨）、應華（森美蘭）、旺詮（柔佛）

英業達（檳城）、鴻海（檳城、吉打）、 
緯創（雪蘭莪）、宏碁（雪蘭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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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汽車產業聚落

汽車零組件屬於重工業，考量運輸與物流調配，以即時提供整車廠配套與組
裝，馬來西亞汽車零組件產業聚落，主要集中於檳城、吉隆坡、霹靂州、雪蘭
莪州、森美蘭州周邊，與汽車整車廠緊密連結。

聚落 汽車零組件 
代表廠商 整車廠代表廠商

檳城 TRW、ZF
Inokom Corp（吉打）、 
Naza Automotive Mfg（吉打）

霹靂、
雪蘭莪

Hicom、Delloyd 
Auto Parts、TS 
Lear、AutoV、
Sapura、Autoliv

Proton（ 雪 蘭 莪 ）、Perodua（ 雪 蘭 莪 ）、 
ASSB（雪蘭莪）、Swedish Motor Assemblies
（ 雪 蘭 莪 ）、Isuzu Hicom、Tan Chong Motor 
Assemblies（ 雪 蘭 莪 ）、Malaysia（ 彭 亨 ）、 
AMM（彭亨）、Honda Malaysia（馬六甲）

森美蘭 Ingress Perodua（森美蘭）、Oriental Assemblers（柔佛）

檳城聚落

森美蘭聚落

霹靂、雪蘭莪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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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汽車零組件廠商設廠分析 

臺灣廠商 州別 投資方式 零組件品項 營運狀況

TRIM 
 （正道集團） 雪蘭莪 獨資設廠

活塞、鋁合金鑄
件、連桿與轉向
拉桿、重力鑄造
件 /壓鑄件

設廠生產銷售、馬
來西亞車廠 OEM
供應鏈

全創科技 
 （全興集團） 雪蘭莪 獨資設廠 方向盤模組、安

全汽囊模組

設廠生產銷售、馬
來西亞車廠 OEM
供應鏈

臺資銀行布局

項目 重點內容

臺資銀行
布局 3

 � 代表人辦事處：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吉隆坡）、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吉隆坡）

 � 分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納閩）、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納
閩）、台中商業銀行（納閩）

 � 行銷服務處：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吉隆坡）、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吉隆坡）、台中商業銀行（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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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公開發行 /私人有限公司要求

項目 重點內容

資本額

必須至少有 1名持有最低資本額 1令吉股份的認股
人。沒有法定公積要求。資本額可以現金或其他形
式，若為其他形式，其價值必須由獨立第三方來估
價。

股東人數
沒有居民或國籍的限制要求。對於私人有限公司，股
東的上限為 50人，不包含公司或其子公司的雇員和
前雇員。

董事人數

 � 私人有限公司須至少 1名董事
 � 公開發行公司須至少 2名董事
 � 董事應為年滿 18歲以上之自然人，且在馬來西亞
長期居住或僅在馬來西亞居住。

最高外資控股百分比

馬來西亞自 2003年 6月 17日起解除對所有製造業
項目的股權限制，在 2003年 6月 17日以前所約定
的股權分配及外銷比率條件，將仍舊維持，惟可向
MIDA申請撤銷該等條件限制，主管機關將視個案考
慮。

股票種類 普通股 /特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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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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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投資限制

儘管對特定領域的投資實施限制，馬來西亞政府總體上非常鼓勵外國投資。隨
著 2009年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廢除，馬來西亞取消了 70％的全面外國股權上
限，儘管取消了一般上限，但某些行業仍存在外國股權限制。

馬來西亞政府為馬來人及原住民制定了一套單獨的法規，以保留馬來人及原住
民在企業裡之股權，目的是為了增加其商業參與。雖然馬來人是馬來西亞的主
要種族群體，但他們在馬來西亞商業發展中代表性不足，馬來西亞商業圈主要
由華人和印度人組成。將企業股權保留給馬來人及原住民之相關產業有銀行和
金融、水、蠟染生產、農業、國防、能源和電信。

製造業通常允許 100％的外國股權，服務部門則存在大多數限制，然而政府自
2009年開始實行服務業子行業自由化，允許外資參股，預計 128個子行業（包
括衛生與社會服務業、旅遊業、運輸業、商務服務業，電腦及相關服務業）將
實現自由化。為了促進投資，馬來西亞成立了審批服務業領域投資的全國委 

員會。

有外國股權限制之相關產業：

 � 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和伊斯蘭保險（伊斯蘭保險）運營商：上限為 70％

 � 電信、網絡設施提供、網路服務提供：上限為 70％

 � 油和氣：供應石油和天然氣之上游端，由國有企業馬來西亞國家石油
（Petronas）控制，外國公司可以與當地公司合作提供石油和天然氣服務。
外國參與者不可持有超過 49％的之股權。

 � 法律服務：外國人不可建立法律服務公司，外國律師事務所可與當地公司
簽訂合夥協議或建立當地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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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投資者可設立之公司類型

外國投資者成立公司流程

在馬來西亞，外國企業可以下列兩種形式經營：

1. 在當地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2. 在馬來西亞登記外國分支機構

適用法規：Companies Act（CA）2016

 � 必須在核准公司名稱之日起 30天內向公司委員會提交
- 組織章程大綱 /章程
- 法定合規聲明
- 董事 /發起人的法定聲明
- 公司註冊詳細資訊匯總

繳交登記 
相關文件

 � 向投資發展局（MIDA）申請製造業執照、賦稅減免、
外籍員工職位等（同時申請）

申請相關 
執照、租稅 
減免等

 � 向公司委員會（SSM）登記，確認公司名稱是否適用
 � 需支付申辦費用 50令吉
 � 核准公司名稱之日起 30天後，名稱才產生效用

登記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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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得土地相關規定

 � 依據馬來西亞《1965年國家土地法規》，非馬來西亞公民及外資得在州
政府事前核准下購買馬來西亞土地，除非該土地取得之用途明列為工業 

用地。

 � 外資需事先通過首相署經濟規劃局（EPU）核可方可取得馬來西亞土地，
除下列兩項例外：

1. 價值超過 50萬令吉之商用、農業用及工業用地，且被當地企業註冊
在案之土地則無需 EPU之核准，僅須在土地所有權移轉前通知 EPU 

即可。

2. 價值超過 50萬令吉之住宅符合「馬來西亞我的第二家園」案例者。

 � 外資被限制投資下列項目：

1. 價值低於 100萬令吉之住宅

2. 價值低於 100萬令吉之地產

3. 州政府列為中低成本之住宅

4. 建於馬來裔保留區之地產

5. 州政府歸類為馬來西亞土著規畫區之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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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每平方米月租（令吉）

吉打 阿羅士打 
Alor Setar, Kedah

19.00 – 27.00

檳城島 喬治市 
Georgetown, Penang

30.00 – 43.00

霹靂 怡保 
Ipoh, Perak

17.00 – 24.00 

吉隆坡 
Kuala Lumpur

65.00 – 108.00註 1

雪蘭莪 八打靈 
Petaling Jaya, Selangor

48.44 – 59.00 

森美蘭 芙蓉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20.00 – 32.00

麻六甲 
Melaka

26.00 – 38.00 

柔佛 柔佛巴魯 
Johor Bahru, Johor

JB City 
34.45 – 38.00 

Medini Nusajaya 
48.45 – 57.00

彭亨 關丹 
Kuantan, Pahang

16.00 – 24.00

登嘉樓 瓜拉登嘉樓 
Kuala Terengganu, Terengganu

21.50 – 27.00 

主要城市辦公室租金費率 4

註 1 租金費率不包含國油雙峰塔（Petronas Twin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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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每平方米月租（令吉）

吉蘭丹 哥打峇魯 
Kota Bharu, Kelantan

13.00 – 28.00 

沙巴 亞庇 
Kota Kinabalu, Sabah

27.00 – 43.00

砂拉越 古晉 
Kuching, Sarawak

26.00 – 38.00

上述的是毛租金，以每月每平方米計算，包括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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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工業地價格 4

地點
每平方英尺 
售價
（令吉）

每年土地稅
（令吉）

每年產業稅 
（以產業值
的％計算）

玻璃市
Perlis

6.00 – 10.00 165（100m2） 10

吉打州 
Kedah 
（PKNK）

5.00 – 20.00 0.80 – 1.60（m2） 10 – 12

吉打州
Kedah 
（KHTP）

30.00 – 35.00 2,000.00 – 3,000.00（ha） 8

檳城州
Penang

Island

66.89

1.29（m2）
至少 300.00令吉

Island

13.5

Mainland

35.00

RM 1.08（m2）
至少 150.00令吉 

Mainland

10

霹靂州
Perak

10.00 – 30.00 4,500.00 – 11,000.00（ha） 16

雪蘭莪州
Selangor

50.00 – 
150.00

2,700.00 – 24,000.00（ha） 8 – 13

森美蘭州 
Negeri 
Sembilan

6.00 – 50.00 1,976.84 – 7,700.00（ha） 8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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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每平方英尺 
售價
（令吉）

每年土地稅
（令吉）

每年產業稅 
（以產業值
的％計算）

麻六甲
Melaka

15.00 – 30.00 60 – 180（100m2）

Building 
7.7 – 13.2

Vacant 
Land 
2.5 – 13.2

柔佛州
Johor

25.00 – 90.00

Light Industry: 1,600（ha）

0.33 – 1.0Medium Industry: 2,100（ha）

Heavy Industry: 2,400（ha）

彭亨州
Pahang

5.00 – 21.00 12.00 – 21.00（m2） 7 

登嘉樓州
Terengganu

2.00 – 70.00 8 – 20（100m2） 5 – 10

吉蘭丹州
Kelantan

15.00 1,000.00（ha） 5 – 12

砂拉越
Sarawak

40.00 – 
100.00

0.04 – 1076.00（ha） 5.5 –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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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每平方英尺售價（令吉） 每平方英尺月租（令吉） 

玻璃市 
Perlis

412 0.52 

吉打州 
Kedah

50.00 – 70.00 0.50 – 0.70

檳城州 
Penang

檳島 168.00 – 400.00  
威省 141.00 – 330.00 

檳島 1.50 – 3.53 
威省 0.70 – 1.70 

霹靂州 
Perak

97 – 115 0.50 – 0.70 

雪蘭莪州
Selangor

70.00 – 500.00 1.50 – 3.00 

森美蘭州 
Negeri Sembilan

74.00 – 306.00 0.90 – 2.00 

麻六甲 
Melaka

108.49 – 171.00 0.63 – 0.78 

柔佛州 
Johor

140.00 – 400.00 1.20 – 3.00 

彭亨州 
Pahang

50.00 – 127.00 0.40 – 0.60 

吉蘭丹州
Kelantan

150.00 0.42 

各州現成工廠價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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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每平方英尺售價（令吉） 每平方英尺月租（令吉） 

沙巴 Sabah 
-KKIP亞庇工業園
-POIC棕櫚油工
業群集地

獨立式 1.9 mil – 4 mil 

半獨立式 1.4mil – 1.6 mil 

聚落 700,000 – 900,000 

砂拉越 Sarawak

半獨立式
450,000

兩層半獨立式
360,000 – 398,000

兩層獨立式
400,000 – 598,000

半獨立式
2,000



基本稅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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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得稅

居住者認定

若企業之管理與控制之所在地位於馬來西亞，則視為馬來西亞居住者。

企業所得稅稽徵原則

企業所得稅採屬地主義，來自外國的所得一般不須在馬來西亞納稅，除了一些
特殊業務須納稅，例如：銀行業、保險業、航運或船運業務等。

應納稅所得

公司應納稅所得係指從馬來西亞境內取得的全部收益，包括貿易及其他營業收
入、股息、利息、租金、權利金、保險費或其他收益等。這些規範適用於在馬
來西亞設立的分支機構和實體。

納稅年度

公司的納稅年度係其財政年度

資本利得（Capital Gains）

在馬來西亞，除了處置與土地和房屋相關不動產及處置不動產企業之股份利得
外，處置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資本利得是不徵稅的。

盈虧互抵

 � 當年度虧損：可用於抵扣其他營業／非營業項目盈利。

 � 之前年度虧損：原本無限期後抵，自 2019 年可用於抵扣該營業項目以後 

7年之盈利。

企業所得稅稅率

 � 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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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2019課稅年起，對於在馬來西亞成立的中小型企業（實收資本不大於
250萬令吉，且不屬於擁有超過該限額的公司之企業集團）之稅率如下 

表： 

應稅收入 稅率

首 500,000令吉 17%

超過 500,000令吉 24%

申報時程 /繳納時程

 � 企業必須在會計期間結束後的 7個月內，按規定的格式通過電子傳輸方式
向馬來西亞內陸稅收局（Inland Revenue Board of Malaysia, IRB）提交納
稅申報表。

 � 企業必須依據預計的應納稅額在每月 15號之前分期繳納。如有遲繳或實際
應繳稅額超過預估繳稅額的 30%，兩者皆會有 10%的罰款。

給付非當地稅務居民之扣繳規定

 � 股利：免稅 

 � 權利金、技術與非技術費、服務費、動產租金：10%

 � 利息：15% 

 � 其他：10%

扣繳稅僅適用於對非當地稅務居民者支付之款項，其稅率可藉由租稅協定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DTA）或符合豁免條款規定減少。

資本减免（Capital Allowances）

資本減免有兩種稅務減免形式：首次減免允許資本支出在所產生的年度適用較
高額度的稅務減免，而年度減免則允許在資產的使用年限內按直線法每年適用
較低額度稅務減免，包括支出產生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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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類別 首次減免 年度減免

工業建築 10% 3%

重型機械 20% 20%

機動車輛 20% 20%

一般工業設備與機械 20% 14%

辦公室設備 20% 10%

其它 20% 10%

少於 1,300令吉之小額資產 - 100%

稅收優惠（Tax Incentives）

租稅優惠在各方面之產業皆有其各自適用之規定，例如：製造業、農業、旅遊
業、服務業等，其相關優惠策略如下：

 � 新興工業地位免稅優惠（Pioneer Status）

 � 投資低稅優惠（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 主要中心（Principal Hub）

2018年為鼓勵推動轉型工業 4.0，馬來西亞政府推出了一項新的優惠措施，鼓
勵製造業及其相關服務部門採用大數據分析、自動機器人、工業物聯網等技術
驅動因子。該優惠措施將為 2018至 2020年度產生的第一個 1,000萬令吉合
格資本支出，提供加速資本減免和自動化設備減免。

移轉訂價

 � 馬來西亞移轉訂價政策基於 OECD 指南。馬來西亞稅局要求所有納稅人只
要有與關係人間交易就必須備置移轉訂價報告，此外所有關係人交易必須
揭露在年度稅報中。

 � 納稅人應於稅報中揭露是否已備置相關報告，並應要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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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2017 年起，馬來西亞亦設有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要求。 

提交條件 提交報告期限

國別報告
當地集團最終母公司合併
營收超過 30億令吉

會計年度終了後 12個月後

集團主檔報告 於馬來西亞稅局進行租稅查
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移轉訂價報告
納稅義務人營收超過 2,500
萬令吉，且受控交易超過
1,500萬令吉。

需於所得稅申報時備妥，且
於馬來西亞稅局進行租稅查
核時，於 30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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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

居住者認定

 � 在一年度期間內於馬來西亞停留 182天或以上者，將被視為馬來西亞居住
者。

 � 非居住者則係在馬來西亞任一連續一年度期間內居住不超過 182 天者。

個人所得稅稽徵原則

個人所得稅之課徵採屬地主義，可享有多種扣除額和個人減免，除非收入是與
馬來西亞就業有關，否則從境外取得的收入是免稅的。

應納稅所得

應納稅所得包括貿易、業務或專業服務中獲得的收益、薪酬（不論現金或實物
形式）、股息、利息、租金及權利金等。

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在馬來西亞是不被課稅的，但出售不動產或不動產公司股權轉讓的收
益將被課徵不動產利得稅（Real Property Gains Tax, RPGT）。

在出售任何種類的不動產時，個人可以申請享有 10,000令吉或應納稅所得
10%的標準豁免，以較高者為準。公民和永久居民可獲一次出售私人住宅的
稅收豁免。居住者和非居住者都可享有上述的豁免。

申報時程

馬來西亞實行自助申報系統，因此個人需要計算其納稅義務並申報。只要有註
冊稅務編號，無論當年度是否有收入皆須要進行年度納稅申報。納稅申報表必
須於納稅年度結束後的 4 月 30 日之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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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稅率

 � 居住者採累進級距，最高稅率為 30%，2020年稅法規定之稅率級距如下：

（單位：令吉）

應納稅所得 稅率 稅額

0~5,000 0% 0

5001~20,000 1% 15,000*1%

20,001~35,000 3% 150+15,000*5%

35,001~50,000 8% 600+15,000*10%

50,001~70,000 14% 1,800+20,000*16%

70,001~100,000 21% 4,600+30,000*21%

100,001~250,000 24% 10,900+150,000*24%

250,001~400,000 24.5% 46,900+150,000*24.5%

400,001~600,000 25% 83,650+200,000*25%

600,001~1,000,000 26% 133,650+400,000*26%

1,000,000~2,000,000 28% 237,650+1,000,000*28%

>2,000,000 30% 517,650+超額 *30%

 � 非居住者，在馬來西亞取得的收入，固定稅率為 30%。

納稅年度

納稅年度採曆年制

相關租稅協定

如符合以下規定，臺灣稅務居民針對於馬來西亞受僱而取得之薪俸、工資及其
他類似報酬（國際運輸業務除外），無需在馬來西亞課稅：

 � 該所得人於一曆年度內在馬來西亞境內居留合計不超過 183 天

 � 該項報酬非由馬來西亞居住者之雇主所給付或代為給付

 � 該項報酬非由馬來西亞居住者或該雇主於馬來西亞之固定營業場所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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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稅

銷售税（Sales Tax）

 � 銷售稅是單層次稅制，在進口或製造階段徵收。所有應課稅商品的製造商
都必須與馬來西亞政府註冊。馬來西亞政府只會在商品製造階段徵收銷售
稅，而銷售稅會加入商品價格中，由消費者支付。

 � 按相關规定之税率為 5%至 10%徵收銷售税。

服務稅（Service Tax）

 � 服務稅是單層次稅制，在業務運作過程中所提供之應課稅服務徵收的稅 

賦。

 � 按相關規定之税率為 6%。另外，發出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時將徵收 25令
吉之服務稅，往後的每一年，每張卡亦會被徵收 25令吉。

不動產稅（Real Property Tax）

適用於在馬來西亞出售土地和任何產權、選擇權或其他與土地相關的權利。 

（包括出售不動產公司註 1股份的利得）

條件 稅率

少於或等於 3年出售 30%

少於或等於 4年出售 20%

少於或等於 5年出售 15%

超過 5年出售 5%

 � 不動產交易損失可用來抵銷此類交易之資本利得

註 1 不動產公司：指擁有不動產項目的受控公司或擁有其他不動產公司不少於公司有形資產總值
75%的股權



租稅獎勵 
及投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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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提供租稅優惠以鼓勵發展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alaysia）之高科技企業、經濟發展走廊（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idors）之企業及持續發展之中小型企業。而租稅優惠領域包括製造業、酒
店、醫療服務、資訊技術服務、生物技術、伊斯蘭金融、風險投資、服務業、
旅遊業、特定農業、石油、汽車零件製造、專用機械設備、節約能源和環境保
護等。謹將相關租稅優惠彙整如下：

一、新興工業地位（Pioneer Status）

「新興工業地位」授予參與特定推廣活動或生産特定推廣產品之企業，其享有 

5 年的全免稅或部分免稅期，而在某些情況下可再享有額外 5 年的免稅期。

推廣活動 註 1 應納稅所得每年免稅額度 免稅期

一般製造業 70% 5年

國家及策略性產業 100% 5 + 5年

生產特定機械與設備的公司 100% 5 + 5年

中小型企業 100% 5年

高科技公司 100% 5年

利用棕櫚生物質（新公司） 100% 5 + 5年

利用棕櫚生物質（再投資現有
公司） 100% 5 + 5年

註 1 須向MIDA申請核准

二、投資抵稅優惠（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投資抵稅額」授予參與特定推廣活動或生産特定推廣產品之企業，針對其全
額或部份合格的投資資本支出，享有 5 年或 10 年的投資抵稅期。該免稅額可
用以全額或部分抵扣應納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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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註 1 投資抵稅額 
（資本支出率）

應納稅所得每
年免稅額度 免稅期

一般製造業 60% 70% 5年

國家及策略性產業 100% 100% 5 + 5年

生產特定機械與設備的 
公司 100% 100% 5 + 5年

中小型企業 60% 100% 5年

高科技公司 60% 70% 5年

利用棕櫚生物質 
（新公司） 100% 100% 5 + 5年

利用棕櫚生物質 
（再投資現有公司） 100% 100% 5 + 5年

組裝和製造混合動力與電
動車的公司 100% 100% 5 + 5年

三、主要中心（Principal Hub）─享有較低所得稅率

「主要中心」係一個本地註冊公司，以馬來西亞作爲其區域與全球商業之營運
基地，並管理、控制及支援其主要功能，包括風險管理、商業決策、經營策 

略、貿易、金融、管理與人力資源等職能。根據各種標準及要求，如最低銷售
額、就業機會、加值功能、年度業務支出及其他符合資格的活動，稅務優惠分
爲三個層次。

三層次優惠 第三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一層次

期限 5年 / 再延長 5年 5 年 / 再延長 5年 5 年 / 再延長 5年

所得稅率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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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特區及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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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經濟走廊

經濟走廊名稱 涵蓋範圍 促進產業

1

北馬經濟走廊特區 
North Corridor 
Economic Region, 
NCER

玻 璃 市（Perlis）、 吉 打 州 
（Kedah）、檳城州（Penang）
及霹靂州（Perak）

農業、旅遊業、
物流服務業、
教育與醫療照
護業

2

東海岸經濟走廊特區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ECER

吉蘭丹州（Kelantan）、登嘉
樓州（Terengganu）、彭亨
州（Pahang），以及柔佛州
豐盛港（Mersing in Johor）

旅遊業、天然
氣與石油、製
造業、生物經
濟

3

柔南依斯干達經濟 
特區
Iskandar Malaysia 
in Southern Johor, 
IRDA

柔佛州南部（Johor）

金融服務、石
油化工、海事、
醫療照護、旅
遊業、物流服
務業、製造業、
服務業

4

沙巴州發展經濟走廊 
特區
Sabah 
Development 
Corridor, SDC

沙巴州（Sabah）

農業食品業、
旅遊業、物流
服務業、製造
業

5

砂拉越州再生能源 
走廊特區 
Sarawak Corridor 
of Renewable 
Energy, SCORE

砂拉越州（Sarawak）

石 油 基 礎 產
業、煉鋁業、
鋼 鐵 基 礎 工
業、玻璃產業、
旅遊業、油棕
業、伐木業、
畜牧業、漁業、
海產養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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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4

工業園區

馬來西亞境內有超過 200個由政府機關開發的工業園區，政府機關主要有州
經濟發展機構、區域發展局、港務局及市政府。此外，政府也不斷策劃新的工
業園以應付對工業地日益增長的需求。除了政府機關外，私營土地開發公司也
在一些州內開發了工業園區。工業地的價格與租賃方式隨地點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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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區

自由區是馬來西亞任何一個經由財政部長依據《1990年自由區法》第 3(1)條
宣佈為自由貿易區或自由工業區的地區。自由區主要是為了促進轉口貿易及
特別為出口而生產或組裝產品的製造業公司設計。依據《1967年關稅法》第
2(1A)條該區被視為主要關稅區外的地方，該區內的商業活動和產業，貨物進
出口海關手續將較其他區域更為簡便。

 � 自由貿易區（Free Commercial Zones, FCZs）

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劃歸為進行商業活動包括貿易（零售除外）、分裝、分級、
重新包裝、重新標籤、轉運及運送的自由區。

目前有 17個自由貿易區，它們坐落於巴生港的北港、南港和西港、巴生港
自由區、英達島MILS物流倉、北海、峇六拜、吉隆坡國際機場、Rantau 

Panjang、Pengkalan Kubor、Stulang Laut、柔佛港及丹絨柏勒巴斯港。

 � 自由工業區（Free Industrial Zones, FIZs）

除了最簡便的海關手續外，自由工業區內的出口導向製造商可免稅進口直
接用在生產程式的原料、零元件、機械和設備，以及以最簡便的海關手續
出口它們的成品。

合格條件：公司可坐落於自由工業區內，

1. 當其全部或至少 80%的產品是供出口者

2. 其大部份原料與零件需進口。儘管如此，政府仍鼓勵自由工業區內的公
司利用當地材料。

日前有 18個自由工業區，它們坐落於 Pasir Gudang, Tanjung Pelepas, 

Batu Berendam I, Batu Berendam II, Tanjung Kling, Telok Panglima 

Garang, Pulau Indah（PKFZ）, Sungai Way I, Sungai Way II, Ulu Kelang, 

Jelapang II, Kinta, Bayan Lepas I、II、III, Seberang Perai,及 Sama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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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工廠

為了讓公司可在不實際或不理想設立自由工業區的地方享有自由工業區的便
利，公司可設立保稅工廠。保稅工廠可獲得與自由工業區內工廠同等的便利。

 � 合格條件：獲核准設立保稅工廠的公司通常：

1. 當其全部或至少 80%的產品是供出口者

2. 其大部份原料與零件需進口

 � 繳付關稅

從 2011年 1月 1日起，自由工業區和保稅工廠公司可享有與東協共同有
效特惠稅一樣的關稅豁免，若它們能符合下列條件：

1. 產品之製程 40%在本地生產

2. 若本地生產的百分比未達 40%，公司若能夠證明非源自當地的材料已
通過一個預先設定的機制，並經歷了大量的轉變才成為製成品，可被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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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閩島介紹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48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項目 重點內容

納閩位置

 � 位於馬來西亞東部之沙巴海岸
 � 屬於馬來西亞之聯邦直轄區
 � 人口為 9.93萬人（2019）

註冊納閩
公司

納閩島公司是按照 1990年之《納閩公司法》（Labuan Companies 
Act 1990）註冊之公司。依此法註冊的公司允許在納閩島境 
內、從納閩島或通過納閩島開展業務，以享受其稅收中立之有
利條件。

納閩實體

指按 1990年之《納閩公司法》（Labuan Companies Act 1990） 
下成立或註冊之納閩實體，以納閩信托 /伊斯蘭信托、納閩基
金 /伊斯蘭基金及納閩有限責任公司 /有限責任合夥公司為實
體從事納閩商業活動。

納閩商業
活動

指納閩實體與納稅 /非納稅居民或其他納閩實體從事納閩貿易
活動或納閩非貿易活動。

納閩貿易
性活動

包含銀行、保險、貿易、管理、船舶經營、專利許可或其他不
屬於非貿易活動。

納閩非貿
易性活動

指與納閩實體為其本身持有證券、股票、馬來西亞本地公司股
份、貸款、存款或任何其他位於納閩的資產投資有關之活動。

納閩島商業活動架構

納閩島

沙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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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點內容

納閩貿易性活動 經審計後之净利潤 3%

納閩非貿易性活動 免徵稅

從事納閩貿易性與非貿
易性活動 -被視為納閩
貿易性活動

徵稅方式與納閩貿易性活動的徵稅方式相同，即
經審計後之净利潤 3%

非商業活動 按馬來西亞之所得稅法徵稅 24%

扣繳
納閩公司支付非稅務居民或另一家納閩公司，有
關利息（銀行、保險業者除外）、動產租金、技
術或管理費將不被徵收扣繳稅。

印花稅

以下活動免徵印花稅：
 � 所有納閩公司組織章程（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 所有經納閩實體執行之與納閩商業活動相關
文件，包含股權轉讓等。

納閩雙邊租稅協定
納閩公司可以聯通馬來西亞簽署超過 70個雙邊
徵稅協定的網絡，然納閩被特別的排除在某些國
家之租稅協定外。

納閩納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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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閩公司從事之納閩商業活動 境內全職員工
數最低標準

境內年度營業費
用最低標準 
（令吉）

納閩保險公司、納閩再保險公司、納閩回
教保險經營者或納閩回教再保險經營者 4 150,000

納閩承銷經理或納閩回教承銷經理 4 100,000

納閩保險經理或納閩回教保險經理 4 100,000

納閩保險經紀公司或納閩回教保險經紀 
公司 4 100,000

納閩自保保險公司或納閩回教自保保險 
公司 4 100,000

納閩國際商品貿易公司 3 3,000,000

納閩銀行、納閩投資銀行、納閩伊斯蘭銀
行或納閩伊斯蘭投資銀行 3 180,000

納閩信託公司 3 120,000

納閩租賃公司或納閩伊斯蘭租賃公司 2 100,000

納閩信用評級公司或納閩伊斯蘭信用評
級公司 2 100,000

納閩發展金融公司或納閩伊斯蘭發展金
融公司 2 100,000

納閩建築貸款公司或納閩伊斯蘭建築貸
款公司 2 100,000

納閩保理公司或納閩伊斯蘭保理公司 2 100,000

納閩商業活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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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閩公司從事之納閩商業活動 境內全職員工
數最低標準

境內年度營業費
用最低標準 
（令吉）

納閩貨幣經紀人或納閩伊斯蘭貨幣 
經紀人 2 100,000

納閩基金管理經理 2 100,000

納閩基金管理人 2 100,000

納閩證券被許可人或納閩伊斯蘭證券被
許可人 2 100,000

納閩管理公司 2 100,000

納閩國際金融交易所 2 120,000

自律組織或伊斯蘭自律組織 2 120,000

控股公司 2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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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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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僱用法》（Employment Act）規定，馬來半島與納閩聯邦職轄區內
所有月薪不超過 2,000令吉的雇員及所有作業員（無薪資限制），皆受該法令
之保護和約束。該項法令明文規定，雇主不能與受雇員工簽署較基本利益規定
為低的合約，否則即屬無效。

 � 勞工基本工作條件：

項目 內容

正常工作時數 每天不能超過 8小時；每周不能超過 48小時

超時工作時數 每天不能超過 4小時；每月不能超過 104小時

超時工作報酬
正常工作日：平時工資 1.5倍
休假日：2倍
國定假日：3倍

其他注意規定

女工雇主除非預先獲得勞工總監的批准，否則不能安排
他們在夜間 10時至淩晨 5時之間工作，違者可被控上
法庭。但公共巴士女性隨車員及獲勞工部批准的產業領
域，且每天最少有兩班輪班的女工則不在此限。

項目 內容

每周休息日 雇主須於每月月初準備休假表，通知雇員每星期之休息
日為何。

有薪公共假期
每年 11天，其中 5天包含國慶日、馬來西亞獨立日、
元首誕辰、州元首或蘇丹誕辰、勞動節，另外 6天雇主
必須另行通知雇員。

有薪年假

視服務年限而定：
-未滿 2年者：每年 8天
- 2年以上，未滿 5年者：每年 12天
- 5年以上者：每年 16天

 � 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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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1年雇員公積金法：

依據該法，所有雇主與受雇員工須依據此法繳納雇員公積金。

非馬來西亞籍之國民以及該雇主豁免強制繳納，但可選擇繳納公積金，其適用
的繳納率如下：

年齡在 60歲及以下者

雇主
 � 月薪 5,000令吉及以下者：至少雇員月薪 13%

 � 月薪超過 5,000令吉者：至少雇員月薪 12%

雇員 至少雇員月薪 11%

1991年雇員公積金法第 3附表（A部分）

年齡在 60歲及以下者

雇主 每個雇員每月 5令吉

雇員 雇員月薪的 11%

1991年雇員公積金法第 3附表（B部分）

年齡在 60 - 75歲之間者

雇主 每個雇員每月 5令吉

雇員 雇員月薪的 5.5%

1991年雇員公積金法第 3附表（D部分）

年齡在 60 - 75歲之間者

雇主
 � 月薪 5千令吉及以下者：至少雇員月薪 6.5%

 � 月薪超過 5千令吉者：至少雇員月薪 6%

雇員 至少雇員月薪 5.5%

1991年雇員公積金法第 3附表（C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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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9年雇員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機構（SOCSO）管理兩項社會保險計畫，分別為職場工傷保險計
畫及失能養老金計畫，依據這些計畫，雇員可享有醫療福利、短期及永久
失能補助、長期護理津貼、家屬補助或生存者養老金、殯葬費、康復治療
費、教育費以及失能養老金。

職場工傷保險計畫 失能養老金計畫

保障類別
工廠意外、職業相關疾病和上
下班意外；任何年紀達 60歲
的雇員，皆須強制投保。

為任何與工作無關的原因而導
致的失能和死亡提供 24小時
的保障。

保費 全由雇主負擔，繳納率為雇員
月薪的 1.25%。

由雇主與雇員平分，繳納率為
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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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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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大多數的進口稅是從價稅，但一些產品徵收從量稅。但依據貿易
自由化的政策，多種原料、元件與機械的進口稅已被取消、減低或豁免。再
者，馬來西亞承諾落實東協共同有效特惠關稅的方案。依此方案，所有在東協 

國家間交易的工業產品的進口稅只介於 0至 5%之間。

馬來西亞繼續在貨物貿易、原產地法則及投資方面參與自由貿易安排的談判。
到目前為止，馬來西亞已簽署了與日本、巴基斯坦、紐西蘭和印度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以及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的東協區域協
定。自由貿易區夥伴之間的進口稅，須符合這些協定內特定的減低及廢除進 

度表。

關稅申訴仲裁庭及關稅裁決

關稅申訴仲裁庭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設立的目的是對關稅局局長就《1967年
關稅法》、《1972年銷售稅法》、《1975年服務稅法》及《1976年國內稅法》
管轄的事項所作決定的申訴作出判決。

此外，關稅裁決也被納入《1967年關稅法》、《1972年銷售稅法》、《1975年
服務稅法》及《1976年國內稅法》，為工商界在規劃他們的商業活動時，提供
確定及可預知性。

由關稅局發出並經申請者同意的裁決，在指定的期間內對申請者具有法律上的
約束力。關稅裁決的主要特徵如下：

 � 商家可就貨物的分類、需課稅服務的鑒定，以及鑒定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原
則提出申請。

 � 申請須以書面提出，並附上足夠的事實及指定的收費。

 � 申請可在貨物進口或服務被提供之前提出。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59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資料來源
1.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

2. MATRAD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3. 金管會 -本國銀行國外分支機構一覽表，截至 2019 年 Q4。

4. MIDA State Offices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60 馬來西亞投資手冊

相關連結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經濟學人智庫
country.eiu.com/MALAYSIA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工業技術研究院
www.itri.org.tw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馬來西亞統計部
www.dosm.gov.my

Bank Negara Malaysia馬來西亞中央銀行
www.bnm.gov.my

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
www.mida.gov.my

Iskandar Malaysia in Southern Johor柔南依斯干達經濟特區
www.irda.com.my

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東海岸經濟走廊特區
www.ecerdc.com.my

North Corridor Economic Region北馬經濟走廊特區
www.koridorutara.com.my

Sabah Development Corridor沙巴州發展經濟走廊特區
www.sedia.com.my

Sarawak Corridor of Renewable Energy砂拉越州再生能源走廊特區
www.sarawakscore.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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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tarted 馬來西亞投資入門
www.mida.gov.my/home/getting-started/posts/?lg=EN

Incentives in Manufacturing Sector馬來西亞製造業投資獎勵
www.mida.gov.my/home/incentives-in-manufacturing-sector/posts

馬來西亞公司委員會
www.ssm.com.my

馬來西亞內陸稅收局
www.hasil.gov.my

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www.tiam.com.my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馬來西亞勞工部
www.mohr.gov.my

Employees Provident Fun馬來西亞雇員公積金局
www.kwsp.gov.my

So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馬來西亞社會保險機構
www.perkeso.gov.my/index.ph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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