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2023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建立昌明大马 
2023年2月24日



 

 

 

 

 

 

 

 

 

 

 

 “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名符其实，总预算高达3,861亿令吉，其中2,891亿

令吉用于经营支出，970亿令吉用于发展支出。可持续性、尊重、创新、

繁荣和信任，这些是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数不胜数的倡议中深刻的核心

价值观。值得欣慰的是，财政预算案强调了重建人民财务和乡村发展，

同时加强了微中小型企业(MSME)的发展。随着国家和人民步入后疫情时

代，尽管预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4.5％，但我相信在2023年财

政预算案的帮助下，经济将会恢复活力。” 

 

 

 

 

 

 

 
余永平 

德勤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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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谭丽君 

中国服务部领导人 

 

 

 

 

 

 

 

 

 

 

 

 

 

 

 

 

 

 

 

 

 

 

 

 

 

 

 

 

 

 

 

 

2023年度财政预算案以“建立昌明

大马”为主题，是新的团结政府下

的第一个预算案，重点放在推动经

济复苏、增加税收收入、强化治理

以及关怀人民的措施上。 
 

本预算拨款总额为3,861亿令吉，

2023年的收入预计略低于2,915亿

令吉，而财政赤字预计将收窄到国

内生产总值的5%，而2022年的财

政赤字为5.6%。这是由于运营支出

降低、补贴流失减少以及计划实施

有针对性的补贴方案。同时，发展

支出获得更大的拨款，达到970亿

令吉，相较去年则为716亿令吉。

正如首相在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

这些支出被指定用于为人民带来最

大利益的项目。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2023年财政预

算案旨在从高收入群体和违法逃税

的企业中获得税收收入。比如：向

T20群体、奢侈品税和自愿申报计

划等增加税收收入的措施，预计

2023年的税收占总收入比重较2022

年将增加4%可以看出。税收仍然

是政府收入的最大贡献者，占总收

入的74.9%或国内生产总值的

15.4%。 
  

个人年度应课税收入在35,001令吉

至100,000令吉之间的个人所得税

税率将降低2％，这将给M40群体

带来利好，因为这将为此群体提供

了更高的可支配收入。虽然2％的

减税会导致税收收入降低，但是影

响将会是微小的，因为节省出来的

钱将会以更高的消费形式回馈给经

济。预计这项提议会为240万名纳

税人带来受益。 

在2024年起实施对处置非上市股票

征收资本利得税之前，应该仔细研

究这一提议。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对马来西亚并购活动的影响、马来

西亚对入境并购的吸引力、营商成

本、出售股票产生损失的税务处理

以及可能的集团内部重组可享有的

税务豁免。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将

与有关方进行协商，并且更详细地

研究这一提议。必须对征收资本利

得税所产生的额外税收收入以及对

企业的负面影响进行评估。目前，

新加坡和香港都没有征收任何资本

利得税。 

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同样重要。为

了展示政府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

努力，2023年财政预算提议了新的

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企业进行碳

捕获和存储活动以及制造电动车充

电设备的绿色投资。 
 

总体来说，2023年财政预算旨在财

政整合和经济复苏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保障人民的福祉。政府也致力

于加强公众信任和维护公共行政的

廉正性。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

战，马来西亚预计将在强劲的国内

需求和有效的政府行政下实现4.5%

的增长。让我们拥抱“昌明大马”

精神，期待更强大、更光明的未

来。 
 

祝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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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财政预算案 

重点财务概览

 GDP (2015 不变价格) 

百万令吉 

 

2019 1,423,952 4.4 

2020 1,345,144 -5.5 

2021 1,386,738 3.1 

2022 1,507,306 8.7 

2023 1,574,632 4.5 

 财政赤字 

百万令吉 

 

2019 -51,498 -3.4 

2020 -87,645 -6.2 

2021 -98,740 -6.4 

2022 -99,482 -5.6 

2023 -93,940 -5.0 

            

直接税收入                间接税收入           非税项收入          总收入 

年度    百万令吉       % 浮动      百万令吉       % 浮动       百万令吉       % 浮动     百万令吉     % 浮动 

2019 134,723 3.6 45,843 4.1 83,849 42.5 264,415 13.5 

2020 112,511 -16.5 41,887 -8.6 70,677 -15.7 225,075 -14.9 

2021 130,116 15.6 43,588 4.1 60,048 -15 233,752 3.9 

2022 153,476 18.0 55,289 26.8 85,592 42.5 294,357 25.9 

2023 164,140 6.9 54,130 -2.1 7,230 -14.4 291,50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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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收入 

 

非税项收入 

 

税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 按直接税与间接税分类 

 税收是联邦政府总收入的主要贡献。相较于间接税，直接税占总收入的比例更大，即从2019至2023年都超过总收入的50%。 

17% 

32% 

50% 

19% 

31% 

55% 

19% 

财政赤字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由于政府在各项人民援助配套和经济振兴配套中产生了援助支出，

促使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从2019年的3.4%增加到2020年的6.2%

和2021年的6.4%。2022年的财政赤字预计有望收窄至5.6%，2023年

也将进一步改善至5.0%。 
 

 
 
 
 
 
 
 
 
 
 
 
 
 
 
 

-3.4

-6.2 -6.4

-5.6
-5.0

-7

-6

-5

-4

-3

-2

-1

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由于COVID-19的大流行，马来西亚的经济在2020年收缩了5.5%。在

2020年底，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且在2021年增长了3.1%。预计这一势

头将持续，2022年的GDP增长预计为8.7%，而2023年则预计增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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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财政预算案 

资金来源与开支 
 

 

 2022 2023 

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5.6% -5.0% 

联邦政府收入 2,944 亿令吉 2,915 亿令吉 

运营开支 2,927 亿令吉 2,891 亿令吉 

发展开支 702 亿令吉 963 亿令吉 

COVID-19 基金分配 31 亿令吉 - 
 

开支 

 

10.9% 
14.3% 

 
资金来源 

 

5.8% 
 

19% 
 

14%  

15.2% 

 

2.1% 

3,861亿令吉 

8.0% 
 

 

39.9% 
 

2.6% 

 

8.3% 
 

11.9% 

 

23.5% 

开支 资金来源 

贷款与政府

资产使用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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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 针对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政府计划在2024年开

始以低税率引入资本利得税。 
 

• 政府计划从2023年开始落实奢侈品税，并根据奢侈

品的种类和一定的价钱限制而定。涵盖范围包括豪

华手表和奢侈时尚品。 
 

• 内陆税收局和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将重新推出自愿

申报计划。通过该计划，于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

月31日申报的自愿者可获得100%罚款的豁免。 

 
 

企业所得税 
 

 

• 提议根据《1967年所得税法》第34(6)(h)条款给予公

司和其他非公司（有营业收入的个人、合伙企业、

信托和合作社）赞助或捐赠人工智能（AI）驱动的

逆向售货机的税务扣除。适用于从2023年4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财政部收到的捐款/赞助和申请 

• 从2023至2025课税年, 提议向租赁非商用电动车(EV)

的公司提供租金金额高达300,000令吉的税务扣除。 
 

• 目前，制造和服务业【类别 1： 劳动密集型工业 

（橡胶、塑料、木材和纺织品）； 和类别2：类别1

以外工业，包括服务业】所产生的自动化设备资本

支出可享有税收优惠。政府提议针对自动化设备的

加速资本津贴 (ACA) 扩大包括如下： 
 

i. 自动化范围应包括工业4.0的适应； 

ii. 税收优惠的范围扩大包括农业；与 

iii. 将类别1，2以及农业的资本支出门槛调整并提

高至1,000万令吉。 
 

有效申请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虽然全球最低税率(GMT)和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
(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在财政预算案
演说及其附录中没有特别提及，但马来西亚对这项重
大全球税收改革的方向在财政预算案要点中已进行表
述。然而，对于时机仍然是一个疑问，即2024年或
2025年？虽然财政预算案要点中提到2024年，但人们
想知道马来西亚是否会效仿香港和新加坡，选择2025

年作为起始年份。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平衡管理早期
实行者放弃征税权的代价和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时间来
应对这个复杂税收制度。无论如何，GMT是不可避免
的，受影响的纳税人必须立即行动，评估GMT对他们
的影响。” 

卓鸿培 

中国服务部税务领导人 

石油，天然气与化工行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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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 
  

“我们期望政府加快批准高潜力投资项目以及精简各类投资促

进机构。通过采取措施减少优惠申请处理的官僚作风，这是一

种积极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透明度、效率和经济增长，并促进

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 

谭丽君 

中国服务部领导人 

全球投资及创新研发/政府激励（Gi3）领导人 
 

 

 

• 提议增加以下项目的税收优惠： 

 
活动  税收优惠说明 生效日期 

制造电动车充

电设备 
 
 

• 2023至2032课税年的100%法定收入免税，为期10 年;

或 

• 100%投资税收津贴，为期 5 年，可抵销 100% 法定收

入。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从2023年2月25

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收到的申请 

碳捕捉与存储 

（CCS） 
 

在公司内部开展碳捕捉与存储活动的公司 

• 100%投资税收津贴，为期 10 年，可抵销 100% 法定

收入； 

• 从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全面豁免用于

CCS技术的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和 

• 在运营开始前 5 年内所发生的获允开业前费用可扣

税。 
 

提供 CCS 服务的公司 

• 100%投资税收津贴，为期10 年，可抵销100% 的法定

收入；或 

• 70%法定收入免税，为期10 年；和 

• 从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全面豁免用于

CCS技术的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 
 

使用 CCS 服务的公司 

• 使用 CCS 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可扣税。 
 

投资税收津贴 – 财政

部从2023 年2月25日

至2027年12月31日收

到的申请  
 

税务扣除 - 从2023课

税年到2027课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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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续） 
 

• 延长以下项目的税收优惠： 

 

活动 税收优惠 生效日期 

食品生产业 • 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基于受控

环境农业（CEA）的农业项目；和 

• 税收优惠的申请期限延长3年 

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

（MAFS）从2023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船舶建造与维修

业 
• 税收优惠的申请期延长 5年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2027 年12

月 31 日收到的申请 

航天业 
• 税收优惠的申请期延长 3 年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2025 年12

月 31 日收到的申请 

发展电动车

（EV）产业 

• 延长全面豁免本地组装电动车所需零部件

的进口税直到2027年12月31日 

• 延长全面豁免本地组装完全散装(CKD)电动

车的国内货物税和销售税直到2027年12月

31日 

• 延长全面豁免进口完整组装(CBU)电动车的

进口税和国内货物税直到2025年12月31日  

本地组装电动车所需零部件和

本地组装CKD电动车 - 延长至

2027年12月31日 

进口CBU电动车 - 延长至2025

年12月31日 

生物科技 

（ Bionexus ）地

位公司 

• 生物科技地位公司的法定收入免税率，将

从原先的 70%增加至 100% ，和 

• 税收优惠的申请期延长 2 年 
 

马来西亚生物经济发展局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31 日 

农业、制造业和

服务业自动化 

优化现有制造业和服务业购买自动化设备相关

税收优惠, 即加速资本津贴 
 

• 扩大自动化范围包括采用工业 4.0 元素  

• 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包括农业  

• 资本支出门槛（制造业、服务业及农业）

将保持一致，提高到 1,000万令吉 
  

 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

（MAFS）从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收到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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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 提议对提供影棚设备、制作和后期制作服务的供应

商免征影棚和拍摄制作设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为

期3年。有效申请期为2023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

日。 
 

• 提议尼古丁口香糖和贴片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豁免，

为期3年。有效申请期为2023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

31日。 
 

• 提议将电动车 (EV) 的税收优惠措施延长如下： 

 

序号 税收措施 优惠延长期 

1. 国内组装电动车零

件全额免征进口税 

至2027年12月31日 

2. 国内组装完全散装

电动车全额免征国

内货物税和销售税 

3. 进口完整组装电动

车全额免征进口税

和国内货物税 

至2025年12月31日 

 
 
 

印花税 
 

• 提议现有的贷款或融资协议书相关的贷款重组融资

的印花税豁免将延长2年，于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

12月31日期间执行的相关协议。 

 

 
 

 

 

 
 

“本次财政预算案符合政府在减低一般马来西亚人生活
成本的宗旨，体现在决定不实施消费税(GST)，而专注
于针对性的税收制度，如奢侈品税等。企业对间接税
自愿申报计划表示欢迎，这将助于马来西亚皇家关税
局(RMCD)的税务收入。” 

陈永有 

中国服务部间接税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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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 自2023课税年起，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如下: 
 

可征税收入 (令吉)  调整 

35,001 - 50,000 下调2% (从 8% 下调至6%) 

50,000 - 70,000 下调2% (从 13%下调至11%) 

70,001 - 100,000 下调2% (从 21%下调至19%) 

100,001 - 250,000 上调1% (从 24%上调至25%) 

400,001 - 600,000 上调0.5% (从 24.5% 上调至
25%) 

600,001 - 1,000,000 上调2% (从 26% 上调至28%) 

 

• 托儿所或幼儿园费用给于6岁以下的孩子的最高3,000

令吉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提议延长一年至2024课税

年。 
 

• 自2023课税年起，提议将医疗所得税减免的范围扩

大，即将包括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全球

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唐氏综合症和特殊学习障碍

的干预，该减免限额为4,000令吉。随着这一范围的

扩大，此医疗所得税减免总金额也将提高至10,000令

吉。 

 
 
 

 
 

“提议增加0.5%-2%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及可能引入
的奢侈品税和资本利得税，这将对T20群体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但此提案对大多数的纳税人影响可能较
小。修订后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采取了广泛措施，旨
在专注于人民的福祉” 

徐莹晋 

中国服务部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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