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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经济（Ekonomi MADANI）- 造福人民的繁荣国家”框架通过马来西亚史上规模最大

的财案，即4210亿令吉，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3350亿令吉用于运营支出，其余847亿令

吉则分配给发展支出。财政战略的核心在于支出优化，强调将普遍补贴逐步转向针对性补

贴，以提高补贴、激励措施和援助计划的有效性。2025年预算被视为扩张性预算，目标是

将财政赤字从2024年预计的GDP 4.3%降低至3.8%，同时预计收入将增至3397亿令吉。这一

系列措施不仅展示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韧性，也彰显了对可持续增长的坚定承诺。通过2025

年预算中列出的各项倡议，政府展现了提升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福祉的战略愿景，为国家的

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永平

德勤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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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谭丽君

中国服务部税务领导人

2025年财政预算案以“昌明经济，

国家繁荣，人民幸福”为主题，

是马来西亚史上最大的一份预算

案，总额达4210亿令吉，预计GDP

增长率为4.5%至5.5%，并将财政

赤字降至GDP的3.8%。这是昌明政

府的第三份预算案，继续聚焦扩

大税基、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治

理以及保障人民福祉。联邦政府

收入预计将增长5.5%至3400亿令

吉，税收占总收入的76.3%。尽管

发展支出与2024年持平，运营支

出则增加了4.2%。

从税收角度看，2025年预算案对

高收入群体加大了税收力度，推

出了多项新措施，包括对进口奢

侈品征收销售税、对收费金融服

务征收服务税，以及对个人超过

10万令吉的股息收入征收2%税费。

引入印花税自我评估制度旨在扩

大税基和提升合规性，鉴于自我

评估制度的特性，非合规行为的

处罚预计会较为严厉。因此，企

业应尽早优化内部流程，并及时

掌握印花税法规的最新动态。

此外，扩大个人税收减免将有效

减轻纳税人的整体税负。

政府决定不重新引入消费税

（GST），而是通过扩展销售税和

服务税（SST）来增加税收，这一

举措并不令人意外。然而，SST的

扩展可能对零售价格产生不利影

响。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计划在

最终确定SST的范围和税率之前，

与相关行业和利益相关者展开对

话。此外，针对企业对企业（B2B）

交易实施进项税机制，将有助于

缓解SST引发的级联税负效应。

在环境税方面，计划2026年对钢

铁和能源行业引入碳税，这与

2025年中期调整RON95汽油补贴的

政策相一致，不仅推动了环境可

持续发展，也鼓励了更加负责任

的化石燃料消费。碳税的收入将

用于资助绿色技术和研究项目，

支持马来西亚实现净零排放的目

标。

对个人外国来源股息收入的免税

政策延长至2036年，对个人投资

者是一个积极的消息。然而，自

2027年起，企业收到的外国来源

股息收入将需缴税，这一变化可

能会削弱马来西亚作为控股公司

枢纽的吸引力，尤其是与新加坡

和香港相比，后者依然为符合条

件的公司提供外国来源股息的免

税待遇。许多欧洲国家如英国、

荷兰和法国，亦对满足特定持股

比例和持有期限条件的外国来源

股息收入提供免税。马来西亚或

许可以借鉴这些国际惯例，以提

高其国际竞争力。

首相亦指出，马来西亚税收占GDP

的比率仅为12.6%，在同类国家中

处于最低水平，这凸显了扩大税

基的必要性。2025年财政预算案

中的税收改革是朝着这一目标迈

出的重要一步。我们预计政府将

在2025年加强税务审计，以提高

税收征管的效率。因此，企业和

个人应积极培育健全的税务治理

文化，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合

规挑战，并确保在这一转型过程

中保持竞争力和适应性。

祝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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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按直接税与间接税分类
税收是联邦政府整体收入的主要来源。直接税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比间接税更大，2021年至2025年期间占总收入的50%以上。

2025年财政预算案

重点财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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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直接税收入 间接税收入 非税项收入 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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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30,116 15.6 43,588 4.1 60,048 -15.0 233,75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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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171,336 11.6 57,849 4.6 85,774 0.2 314,959 7.0

2024 177,060 3.3 63,975 10.6 81,015 -5.5 322, 050 2.3

2025 188,799 6.6 70,238 9.8 80,669 -0.4 339,706 5.5

年份
GDP 

百万令吉
% 浮动

2021 1,390,644 3.3

2022 1,510,939 8.7

2023 1,567,974 3.6

2024 1,645,080 4.8 – 5.3

2025 1,724,041 4.5 – 5.5

年份
财政赤字
百万令吉

% 浮动 

2021 -98,740 -6.4

2022 -99,482 -5.5

2023 -91,392 -5.0

2024 -84,296 -4.3

2025 -79,97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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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迹象显现，2021年实现了3.3%的增长。这一势头在2022年
继续，GDP增长达到8.7%。2023年，GDP增长略有下降，为3.6%。与此同时，2024年
和2025年的GDP增长预计分别为4.8%至5.3%和4.5%至5.5%。

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21年的6.4%降至2022年的5.5%。2023年，财政赤字进一
步缩小至5.0%，并预计在2024年小幅改善至4.3%，2025年降至3.8%。

资料来源：财政部 – 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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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 资金来源

2025财政预算案 

资金来源与开支 

2024 2025

财政赤字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4.3% -3.8%

联邦政府收入 3321 亿令吉 3397 亿令吉

运营开支 3215 亿令吉 3350 亿令吉

发展开支 848 亿令吉 847 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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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税：自2025课税年起，个人股息收入超过10万令吉将征收2%的股息税。

❖ 销售税及服务税：销售税将扩大至进口优质食品（如牛油果和三文鱼），而基本食品则继续享受豁免。
服务税将扩展至商用商业服务，例如收费服务。

❖ 碳税：自2026课税年起，钢铁和能源行业将征收碳税，以资助绿色科技和研究项目。

❖ 电子发票实施：在2024至2025课税年度期间，购买电脑硬件、软件和咨询服务可享受加速资本津贴，
并在两年内完成抵扣。

亮点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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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电子发票的税收优惠

从2024课税年至2025课税年, 为全面实施电子发票,

建议对购买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设备、计算机软

件包和咨询费用给予加速资本减免，允许在两年内完

成抵扣，具体如下:

目前尚不清楚所提议的两年较短的加速资本津贴期限
是否适用于任何ICT设备和计算机软件（包括定制计
算机软件）的购买，还是仅限于为实施电子发票而产
生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设备和计算机软件。

延长赞助智能AI驱动逆向自动售货机所享受的税务扣
除
从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为了进一步支持
塑料废物回收实践并提高回收率，建议对捐赠或赞助
“智能AI驱动的逆向自动售货机”所享受的税务扣除
延长2年。

企业所得税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符合资格的支出 资本津贴率

1. 购买信通技术（ICT）设备 初始津贴:

20%
2. 与自定义系统软件开发相关

的咨询费、牌照费和其他附

属费用

年度津贴:

40%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新课程开发费用的税务扣除

从2025课税年至2030课税年, 提议允许私立高等

教育机构（PHEI）在评估年度内对于新课程开发

的费用，可以全额申报税务扣除。此激励措施还

将适用于私人技能培训机构开发的技术和职业教

育培训 (TVET) 课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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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准备实施全球最低税（GMT）的声明为纳税人提供了

确定性。马来西亚致力于简化现有的税收激励机制，推出

新的非财政激励措施，尤其是考虑到特定抵免的可行性，

即战略投资税收抵免（SITC），这是值得注意的。

虽然SITC被认为是一种符合条件的可退税抵免，对GMT而

言影响较小，在许多提供税收激励的法域中已成为热门话

题，但一个主要挑战是管理可能的退款，退款金额可能会

相当可观。各界人士纷纷表示，马来西亚应迅速解决与

GMT相关的税收激励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

程，否则其他法域早已公布具体计划。

有一点是肯定的：马来西亚政府，包括财政部、投资促进

机构和内陆税收局，正紧密合作并努力管理这一情况。我

们必须给他们必要的空间，因为全球每个政府都在努力维

持和吸引优质投资。我们对很快会有一个良好的计划感到

乐观。

卓鸿培

德勤企业所得税合伙人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企业所得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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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优惠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的税收优惠

从2025课税年起，为配合《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
(NIMP) 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集成电路（IC）设
计技术与解决方案”中心为使命，从事特定服务活
动并成功提高出口的公司，将给予高达70%的法定收
入减免，计算依据为增加出口价值的50%。

为雇主提供护理假福利的税收优惠

对提供最多12个月额外带薪假期以照顾儿童、

病患或残疾家庭成员的雇主，给予50%的额外税

务扣除。适用于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马来西亚人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所收到的申请。

聘用重返职场女性的税收优惠

给予雇主额外50%的税务扣除，适用于在此期间

内为重返职场女性支付的雇佣开支，限期为12

个月。适用于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

日，马来西亚人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所收到的申请。

灵活工作安排的税收优惠

对雇主在实施灵活工作安排时所产生的能力建

设和软件采购费用，给予额外50%的税务扣除。

可享受额外扣除上限为50万令吉，仅限一次性

扣除，并需由马来西亚人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进行核实。适

用于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

马来西亚人才机构（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智能物流综合体(Smart Logistics Complex “SLC”)

税收优惠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将在2025年1月1日至2027

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智能物流综合体（SLC）的申请，

并对符合条件的智能物流综合体提供相当于为期5年60%

合格资本支出的投资税务津贴所得税豁免。此项津贴可

抵扣每个课税年度高达70%的法定收入，但须符合以下

条件：

A. 合格的智能物流综合体（SLC）公司

i. 投资建设智能仓库并从事合格物流服务活动的SLC

投资者和运营商；或

ii. 在至少10年的长期租约下，租赁智能仓库并从事合

格物流服务活动的SLC运营商。

B.  合格的物流服务

i.  区域分销中心；

ii. 综合物流服务；

iii.危险品储存；或

iv. 冷链物流。

C.  仓库要求

i. 最低建筑面积为30,000平方米。

D.  技术适应

i. 至少适应三个工业4.0（IR 4.0）元素。

E.  其他条件

供应链韧性倡议

• 对于跨国企业（MNE）的支出，每年可达200万令吉，

给予三年内双倍税收减免。

• 与其他本地供应商进行合资投资的MNE或其供应商，

将根据投资金额享受税收减免。
• 参与此倡议的本地供应商将获得基于成果的税收优

惠。

• 提供超过1亿令吉的投资补贴，通过股权众筹平台

支持本地供应商在电气和电子产品（E&E）、特种

化学品和医疗设备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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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优惠（续）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新的投资税收优惠框架计划于2025年第三季度实

施，旨在吸引高价值活动的大量投资，并突显政

府对本地溢出效应的坚定承诺。我们赞赏政府对

这些溢出效应的关注，以及培养熟练本地劳动力

的重要性，这对推动创新和提升全球竞争力至关

重要。此外，为与本地供应商合作的跨国公司提

供税收优惠，预计将增强我们的供应链并促进可

持续经济增长。总体而言，我们对这些举措及其

改善马来西亚人生活质量的潜力持乐观态度

全球投资及创新研发/税收优惠（Gi3）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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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扩大销售和服务税范围
为了增加收入和扩大税基，销售和服务税（SST）

将以更具进步性的方式实施，不会给公众带来负

担。销售税将不对公众使用的基本食品征收。销

售税将对非必需品征收，例如进口的优质商品，

如三文鱼和牛油果。服务税的范围将扩大，涵盖

商业服务，包括收费金融服务等业务。

暴利税门槛值的调整
从2025年1月1日起，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砂拉越的
暴利税门槛值将被调整，具体如下：

关于含糖饮料消费税率的审查
从2025年1月1日起, 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特
别是预防糖尿病和肥胖，将逐步提高含糖饮料的消费
税，税率定为每升40仙。（税率将从现有的每升50仙
开始上涨）

豁免乳腺癌患者义乳文胸的销售税

对2024年1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收到的豁免
申请，豁免义乳文胸的销售税。

今年宣布的间接税范围扩展主要集中在对高收入群体
和商业交易征税。受影响的商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预
计将及时发布，政府将进行进一步的行业交流。这些
措施与政府决定不通过引入更广泛的消费税（如商品
及服务税）来增加 “Rakyat” 的负担，而是更专注
于对企业和高收入群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税收征收措
施相一致。与此同时，海关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应来自
于加强执法活动，包括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进行的审
计验证合规计划（AViP）。

陈永有

中国服务部间接税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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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棕榈原油价格门槛

（令吉/吨）
征税率

1. 马来西亚半岛 3150 3%

2. 沙巴和砂拉越 3650 3%

对棕榈原油出口税豁免的审查
从2024年11月1日起, 针对棕榈原油（CPO）的建议出

口关税，考虑到部分豁免，修订如下：

棕榈原油市场价格

(令吉/吨)
出口税率

1. <2250 无

2. 2250-2400 3.0%

3. 2401-2550 4.5%

4. 2551-2700 5.0%

5. 2701-2850 5.5%

6. 2851-3000 6.0%

7. 3001-3150 6.5%

8. 3151-3300 7.0%

9. 3301-3450 7.5%

10. 3451-3600 8.0%

11. 3601-3750 8.5%

12. 3751-3900 9.0%

13. 3901-4050 9.5%

14. >40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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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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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配偶和子女医疗费用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审查
从2025课税年起, 以下是个人所得税医疗费用减免
调整的概述：

维持的减免项目：
• 个人、配偶或子女的重大疾病医疗费用。
• 个人或配偶的不孕症治疗费用。
• 个人、配偶或子女的疫苗接种费用，限额为1000

令吉。
• 个人、配偶或子女的牙科检查及治疗费用，限额

为1000令吉。

扩展的减免范围（限额1000令吉)：
• 全身体检、心理健康检查或问诊服务。
• 购买自检工具（如COVID-19和流感自测工具）。
• 购买自测医疗设备（如血糖仪、血压计等）。
• 在诊所或医院进行的疾病检测费用（如血液检测、

超声波检查、乳腺X光等）。
• 提高对有学习障碍儿童的减免限额：

针对18岁以下有学习障碍（如自闭症、注意力缺陷、
多动症等）儿童的评估、诊断、早期干预和持续康
复治疗费用，减免限额从4000令吉增加至6000令吉。

体育活动，健康与老年护理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从2025课税年起，

A. 个人所得税减免
体育活动，健康和医疗护理的个人所得税减免范
围如下：
i. 个人，配偶和子女的体育器材和活动费用的

个人所得税减免上限为1000令吉，范围扩大
至父母。

ii. 父母的全面体检费用不超过1000令吉，范围
包括疫苗接种。

iii.医疗，特殊需求和照顾费用，范围扩大至祖
父母，具体如下：
a. 在诊所和医院的医疗；
b. 治疗及居家护理，托儿所和养老院；
c. 牙科治疗，不包括美容牙科治疗；
d. 全面体检和疫苗接种，不超过1000令吉。

B. 个人所得税豁免
员工领取或雇主直接向托儿所支付的育儿津贴可
享有每年高达300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豁免，范围
包括老年护理（父母/祖父母）。

C. 进一步税务扣除
雇主支付给员工的育儿津贴可享有进一步税务扣
除，范围扩大至老年护理（父母/祖父母）。

2025课税年残障人士税务减免调整

从2025课税年起,建议对残障人士的税务减免进行如

下调整：

i. 对残障个人纳税者的额外税务减免，从

6000令吉提高至7000令吉；

ii. 对配偶为残障人士的个人纳税者的额外税

务减免，从5000令吉提高至6000令吉；

iii.对有未婚残障子女的个人纳税者的额外税

务减免，从6000令吉提高至8000令吉。

教育和医疗保险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从2025课税年起, 建议将个人所得税对教育和医疗
保险保费的减免从3000令吉提高至4000令吉。

延长托儿所或幼儿园费用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从2025课税年至2027课税年，为了持续帮助家长获
得儿童的托儿和早期教育服务，建议将个人所得税
减免额度延长至3000令吉，为期三年。

购买家用厨余堆肥机的费用可享有个人所得税减免

从2025课税年至2027课税年，建议扩大电动车充电
设备费用的减免范围，包括家庭使用的厨余堆肥机
的购买，减免额度维持在2500令吉。在3课税估年度
内，厨余堆肥机的购买可申请一次减免。

境外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延长期至2036年
对来源于国外并已在来源国征税的收入免征个人所
得税的政策，当前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将延
长至203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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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续）

住房贷款利息税收减免的引入，以及现有税收

减免的延续或扩大和新设的股息收入税，体现

了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确保

“Rakyat” 之间公平的决心

徐莹晋

中国服务部雇主人力资源全球服务领导人

针对非马来西亚公民的捐款
根据该法第44(6)条款的批准捐赠范围，建议扩

展至包括有利于非马来西亚公民的捐款。

股息征税的

范围
i. 个人股东因公司利润支付、记入

或分配的股息收入；和

ii.个人股东包括个人居民、非居民

以及通过代理持有股份的个人。

确定股息应

纳税收入的

门槛和公式

i. 门槛: 年股息收入超过10万令吉。

ii.股息应纳税收入的确定公式：

如果纳税人有股息收入和其他收

入，则股息应纳税收入的分配计

算基于以下公式：

A x C = D

B

A - 股息法定收入

B - 总收入

C - 应纳税收入

D - 应纳税股息收入

税率 对应纳税股息收入在考虑了津贴和扣

除后，征收2%的税率。

股息税的免

税政策
股息税的免税政策如下：

i. 来自国外的股息收入；

ii. 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和再投资津
贴公司的利润中分配的股息收入；

iii.从免税的航运公司利润中支付、
记入或分配的股息收入

iv. 合作社分配的股息收入；

v. 封闭式基金宣告的股息收入；

vi. 纳闽实体的居民所收到的股息收
入；

vii.在股东层面给予的任何股息收入
免税。

股息税不适

用的情况
股息税不适用于对以下缴纳者和存款

人进行的利润分配:

i. 公积金;

ii. 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公积金局;

iii.国家土著投资信托;

iv. 任何单位信托。

针对个人股东所收到的股息征收税款

自2025课税年起， 针对个人股东所收到的股息征收

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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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印花税

印花税自我评估系统实施

建议根据文书或协议的类型分阶段实施自我评估印花税制
度（STSDS）。STSDS要求纳税人或指定代理在STAMPS系统
中上传信息，并对文书或协议的印花税价值进行自我评估，
随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支付。

生效日期:

根据伊斯兰教教法贷款或融资协议的印花税审查

针对自2025年1月1日起签署的基于伊斯兰原则的贷款或
融资协议，建议对基于伊斯兰原则的贷款或融资协议
（租购以外的）在购买商品时征收固定印花税10令吉。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阶段 生效日期 文书类型

1. 
第一阶段 2026课税年

与租赁或租约相关的文书

或协议、一般印花和担保

2. 第二阶段 2027课税年 财产所有权转让文书

3. 第三阶段 2028课税年

除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中所述的文书或协议以外

的文书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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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其他事项

碳税
政府计划2026年在马来西亚对钢铁和能源行业引入碳税。

最低工资上调及非公民员工强制缴纳公积金计划
最低工资将从每月1500令吉提高至每月1700令吉，预

计于2025年2月1日生效。政府计划强制所有非公民员

工缴纳公积金（KWSP），该提议将分阶段实施。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为审批非公民毕业生就业许
可证
为了便于投资者，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将负责
审批涉及本地大学毕业的非公民毕业生的就业许可证，
以满足国家关键产业（NIMP）的人才需求。

马来西亚2025年财政预算案速览| 昌明经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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