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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经贸

往来十分频繁，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意义重大。2010年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彼此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上的互相

影响更为凸显。广东地处南粤，与东盟各国或一衣带水，或

山水相连，历史上商贸往来密切——下南洋曾经是广东人特

有的“地理大发现”。随着广东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对外贸

易方式转变，借自由贸易之利，全面强化、提升与东盟的经

贸关系对广东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东盟始终是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关注的重点。

近年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或为政府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或为商界开拓市场

提供参考。这套《东南亚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系列丛书是

研究院近期推出的又一力作。其主旨在于为政府及相关人员

提供一套关于东盟政治、经济、文化的参考文献，供他们放

在案头随时备查；特别是为有意投资东盟十国的商家、企业

提供可靠的信息，作为走入东盟的路径指南；也为其他对东

盟感兴趣的人士提供权威且全面的经典之作。

这套丛书分为十本，每本按国别独立成册。丛书各分册

在体例编排上基本相同，主要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均以一国

之经济为核心，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状况。描述该

国经济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解读其经济体制的现状及未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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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趋势，汇总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并对其经济发展进

行简单评价。二、产业特点。介绍其资源禀赋的优劣势，归

纳分析产业布局重点和特点，简要分析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与

中国产业结构的异同。三、财政金融。介绍其财政、金融组

织架构，分析财政、金融政策的特点，介绍融资市场规模及

其影响力等，发掘与中国相关金融政策对接的可能性。四、

商业机会。根据其资源特点和政策导向以及产业结构的现

状，结合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优势，介绍潜在的投资领域和

行业。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书中也概括地介绍该国的政治、

文化、教育、风物以及外交情况，其中与中国的往来关系更

是必备内容。书中附录收集该国的法律法规、政策指南以及

政府、商业和企业信息，以备读者查阅。

我们力求使本丛书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求真。这是

一套通识类读物，意在让读者一册在手，所需真实信息尽收

眼底。二、求新。我们力求使用最新的资料，并向读者提供

获得最新信息，或更新资料的渠道。三、求精。我们在编纂

过程中通过精心安排结构，精心取舍材料和提炼观点，最大

限度地让读者在获得通识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满足他们更高

层次的阅读要求。四、求实。我们在简洁的分析和解读的基

础上，努力追求“工具化”的目标，通过覆盖面最广的资料

和数据，使其具有工具书一样的功能。当然摆在读者面前的

这套丛书距此理想仍有差距，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这套丛书从筹划到正式出版历时近两年，该丛书的出版

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感谢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北京大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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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各个语种的专家教授以及

参与编撰的所有作者，正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和鼎力支持成就

了这套丛书。最后特别要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通用语种

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林秀梅教授，她为丛书的出版做出了大

量重要和无私的贡献。

201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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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个美丽的热带国家，居东南亚的核心地带，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国内自然资源富饶，并盛产各色热带经济作

物。马来西亚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拥

有很多高质量的海滩、奇特的海岛、原始热带丛林、珍贵的动

植物、千姿百态的洞穴、古老的民俗民风、悠久的历史文化遗

迹以及现代化的都市。如今马来西亚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并

且以极其优惠的相关政策鼓励外国投资、吸引外国游客。

本书通俗地介绍了马来西亚的地理、政治和风土人情；重

点分析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投资环境与投资机会，以期为到马

来西亚经商投资的商界人士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全书包括6章和3个附录，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学院常

永胜教授主编，财经学院涂湘蕻副教授与法学院的宋晓媛参加

编写工作。常永胜统稿并负文责。

因编写时间仓促，且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疏漏和欠当之处

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编　者

2012年9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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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国家概述

第一章

国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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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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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读

☆马来西亚联邦（Malaysia）是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东南

亚国家。它由两块隔海相望的领土构成，即马来半岛南

部的马来亚（俗称“西马”）和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

越、沙巴（俗称“东马”），国土总面积近33万平方千

米。气候属于热带海洋气候，特点是均衡高温、多雨、

相对湿度大。马来西亚是一个由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

区组成的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的国家，其中11个州和一

个直辖区位于“西马”。马来西亚人口2,756万（马统

计局2010年）。其中马来人占68.7%，华人占23.2%，印

度人占6.9%，其他种族占1.2%。其中占全国82%的人口

居住在“西马”。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

棕榈油及锡的出产国，也是优质热带硬木、石油及天然

气的重要出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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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旗、国徽和国花

    
一、马来西亚国旗

马来西亚国旗呈横长方形，长

与宽之比为2∶1。主体部分由14道红

白相间、宽度相等的横条组成。左

上方有一深蓝色的长方形，上有一

弯黄色新月和一颗14个尖角的黄色

星。14道红白横条和14角星象征马

来西亚的13个州和政府。蓝色象征人民的团结，黄色象征国家

元首，红色象征勇敢，白色象征纯净，新月象征马来西亚的国

教伊斯兰教。 

二、马来西亚国徽

马来西亚国徽中间为盾形徽。盾徽上面绘有一弯黄色新月

和一颗14个尖角的黄色星，盾面上的图案和颜色象征马来西亚

的组成及其行政区划。盾面上部列有5把入鞘的短剑，它们分别

代表柔佛州、吉打州、玻璃市州、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盾面

中间部分绘有红、黑、白、黄４条色带，分别代表雪兰莪州、

彭亨州、霹雳州和森美兰州。盾面左侧绘有蓝、白波纹的海水和

以黄色为地并绘有３根蓝色鸵鸟羽毛，

这一图案代表槟榔屿。

盾面右侧的马六甲树代表马六甲

州。盾面下端左边代表沙巴州，图案中

绘有强健的褐色双臂，双手紧握沙巴州

州旗。盾面下端右边绘有一只红、黑、

马来西亚国旗

马来西亚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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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三色飞禽，代表沙捞越州。盾面下部中间的图案为马来西亚

的国花——朱槿，又称大红花，当地人称“Bunga Raya”。盾

徽两侧各站着一头红舌马来虎，两虎后肢踩着金色饰带，饰带

上书写着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在盾徽上还绘有一弯新月和

一颗14角星，新月代表国教，14角星代表各州。 

三、国花

朱槿（Bunga Raya），又称大红

花、扶桑。

 

第二节 地理、气候与资源

马来西亚位于亚洲大陆和东南亚群岛的衔接部分（约为北

纬2°~7°，东经97°~120°），在亚澳两大陆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海空交通和国际货贸路线的要冲。

马来西亚有东西两片隔南海相望的疆土，就像两叶扁舟漂

浮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海面上。陆地面积为329,758平方千

米，一叶称之为西马（又称马来亚），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北

与泰国接壤，南与新加坡隔柔佛海峡相望，东临南中国海，西

濒马六甲海峡，面积13万多平方千米；一叶称之为东马（由沙

捞越、沙巴组成），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与印尼、菲律宾、

文莱相邻，面积19万多平方千米。

马来西亚的海岸线总长约4,192千米，其中马来亚地区2,000

千米，沙捞越州742千米，沙巴州1,450千米。

西马和东马是两个不同且独特的地理区域。西马地势南

低北高，东西两侧沿岸为冲积平原，中部为山地，大汉山海拔

马来西亚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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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米，为西马最高峰。东马沙巴州西部为沿海平原，内地

多森林覆盖的山地，克罗克山脉纵贯南北，其主峰基纳巴卢山

海拔4,101米，为全国最高峰，亦是东南亚最高峰。沙捞越州沿

海为冲积平原，内地为森林覆盖的丘陵和山地，山峰多在海拔

2,000米左右。

东西马之间隔着南海的广阔水域，两地东西间距最长（北

面）1,500千米以上，最短（南面）750千米。东西马虽相隔较

远，但在地理上有许多近似之处。如东西马都处于北纬1°~7°

之间的赤道地带，海岸线都在2,000千米以上，内陆离海最远不

到250千米，全境深受周围海洋的影响，高温多雨，水、热条件

优越，生物繁殖旺盛，种类特别多，资源丰富，地面大部分是

茫茫林海，1平方千米面积的森林中的植物种数，可以同欧洲

10万平方千米的植物种数相等。全境共有15,000种植物，其中

有6,000种树木，有的树木高达100米，直径2米多。森林最多的

地区是沙捞越州，森林覆盖面积占90%以上。显花植物达9,000

种，占全世界总数的30%以上。

作为低纬度的海洋国家，马来西亚属热带海洋气候，没

有四季的变化，只有旱季与雨季之分，其特点是均衡高温、多

雨、相对湿度大。每月平均温度，低地在26℃~27℃左右，各地

相差1℃~3℃；山地每月平均不低于18℃，仅最高的峰岭地带平

均在15℃以下。3月至5月最热，天气有时可达35℃~36℃，凉爽的

雨季则为23℃~24℃。马来西亚人不需要天气预报，一年365天温

差只有几度。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使人不必购买春季和冬季

服装，在这方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马来西亚的气温由于受海洋调节，不太炎热。白天平均最

高温度在沿海低地为31℃~32℃，很少超过34℃。被称为最热

地方的霹雳州的红毛丹，中午温度一般在35℃左右。曾在1958



马来西亚
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

6

年3月初出现了马来西亚绝对最高温度纪录的怡保，亦不过是

40.5℃。夜间温度在20℃~22℃之间，沙巴地区有海湾深入内

地，夜间较为凉爽。

由于赤道带风较微弱，马来西亚的地面风速不大，一般在

3级以下，不超过5级。只有东北季风或地方性雷暴的一部分风

力较强，但发生频率不太大，有季风、海陆风和苏门答腊风。

每年10—11月到次年2—3月，从亚洲大陆东部吹来的寒冷的东

北季风，扫过广阔的南海水面，带来大雨；5—6月和8—9月，

从印度洋及爪哇海吹来暖湿的西南季风，由于途中受到印度尼

西亚境内山脉阻拦，风力较弱，降雨较少。4—5月和10—11月

是季风停滞或转换期，海陆风开始活跃起来，近海地带，白天

风从海上吹向陆地，夜晚风从陆地吹向海洋。风力轻微，可以

减轻大气的沉闷，帮助植物传粉，有利于帆船的航行，故马来

西亚渔民称之为“归家风”和“出港风”。在西南季风期间，

马六甲海峡特别是南段东岸一带，常在夜间或黎明之前发生猝

发性风暴。因为这种风暴来自苏门答腊的方向，故得名为苏门

答腊风。这种风暴来去匆匆，持续最长的时间不过2小时，最短

的不到5分钟。暴风或有雷电和骤风，风力可达10级，不过时间

较短，影响地区范围较小。马来西亚不受台风影响。南海台风

路径恰好止于沙巴以北，海员们到沙巴来躲避台风，称该地为

“风下之地”，音译就是沙巴。

马来西亚全境雨量充足，平均年降雨量为2,000~2,500毫

米，西马最高可达3,000毫米，东马最高可达4,000毫米。西马

吉保山脉以东，东马山地北坡，雨水最多。东北季风期间，有

时一天的雨量能超过50毫米，每年的11月到次年1月份是降雨的

高峰，月降雨量可达500~650毫米。这个时期可占全年雨量的

40%~60%，故称雨季。在西南季风期，雨量最少的7月份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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