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长期以来，农业部门一直是马来西亚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20世纪 80年代后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逐步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转型，农业发展速

度开始放缓。1980—1990年，10年间，马来西亚年均经济增长 6.4%，而农业平均经济

增长只有3.6%。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马来西亚经济年均增长率8.0%，但农业几

乎没有增长。其后，马政府实施新政并长期保持对农业的高投入以支持农业产业发展，

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利好下，马来西亚农业发展态势在趋于好转后获得了长足发展。

2000年后，农业增加值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近5年在8%左右。

马来西亚农业生产区域性明显，境内北部各州是农业生产重点区域，其中沙巴州是

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基地。农产品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产品有棕榈油、橡胶、可

可、稻米、胡椒、烟草、菠萝和茶叶等。畜牧业和水产业也是马来西亚农业生产的主要

组成部分，畜牧业以肉类生产为主，禽蛋和奶类为辅；水产业虽资源丰富但淡水产品产

量和海水产品的捕捞量却逐年减少。马来西亚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其农产品出口金额和

数量相对于进口来说，占据一定顺差优势。马来西亚出口农产品主要以食用植物油为

主，进口农产品主要以谷物、饮品和畜产品为主。

中马两国在农业领域合作广泛，前景广阔。建议政府在法律保障体系、企业扶持、

农业技术创新、争议解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中国和马来

西亚农业合作更好的发展。具体来说，以清真食品等领域为起点，开展长期战略合作；

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合作，深挖马来西亚市场需求；推进合作平台建设，形成政府间良性

互动局面；提供法律和经营服务保障，为企业合作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