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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銀行表示，儘管與其餘東協國家相比，馬來西亞的生產力已相對好，但與全球先進國家相

較，馬國整體生產力仍落後近三倍。此外，馬國國內企業的生產力水準亦存在顯著差異。馬國生

產力最佳的前 25%企業，比起最差的 25%，相差近 12 倍。新冠疫情亦進一步加劇這些差異。 

 近年來，馬來西亞研發活動的投資在先前穩健增長，直到 2016 年後則有所下降。公共研發支出

比例，已自 2016 年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 1.4%下降至 2018 年的 1%。馬國的研發支出未

達到占馬國 GDP 2%的預期目標，以及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預測值的 2.6%。

世銀亦發現，與區域國家相較，馬國企業一般很少有研發支出。 

 世銀根據「中小企業計劃檢討」中的調查顯示，馬國可考慮重新規劃對中小企業的支持，不僅使

民營部門能從新冠疫情中復甦，且需支持企業的創新。 

 世銀另一項題為「馬來西亞新創企業融資體系」的研究顯示，基於經濟發展水準較低，馬國的創

投活動明顯較區域國家為低。另外，對公共研究機構效能評估發現，雖然學術界和產業界間的聯

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但整體上仍很薄弱，從而影響了研究成果的商業化。為響應報告的建

議，馬國政府成立了一個研究管理單位，以重新推動技術轉移和商業化計畫，盼能滿足業界需求。 

 世銀建議馬國透過加強對政府計畫的監督和評估以及各機構間的協調，重新調整中小企業計畫，

以支援數位化和技能升級的需求，並透過吸引私人投資計畫重新平衡政策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