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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於 2021 年 04

月 28 日召開「疫情下台馬經濟影響與振興發展」(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Stimulus Packages Introduced in Malaysia and Taiwan)

智庫交流視訊會議。 

  為促進與其他 PECC 委員會及國外智庫議題交流，充分發揮二軌

外交成效，本會與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及馬來西亞國

際關係與策略研究院(Institute of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共同辦理焦點議題視訊討論會議，邀請台馬雙邊知名智庫專家學

者共同參與討論。 

  首先，擔任馬來西亞戰略及國際研究院執行長的Herizal Hazri表

示COVID-19病毒不單僅是影響單一國家，而是肆虐全球甚鉅。因此

智庫交流是很有意義且重要的會議，透過集結臺、馬雙邊專家學者就

COVID-19疫情對兩國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以及政府所推動振興方案

進行意見交流，期盼可就未來後疫情時代經濟發展前景提供前瞻性建

言與看法。 

  我國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慧珠大使說明自2020年7

月開始，臺灣推出3倍卷成功地刺激本土消費。此外，台灣的外銷表

現也因為ICT外部需求增加，因而超乎預期。在全國齊心對抗疫情時，

我國政府2021年3月所發布的失業率為3.6%，經濟成長率為3.11%，亮

眼成績遠超過其他亞太地區的國家。如此正說明，當世界各國在保障



人民生命與生計間取得平衡時，屢遭遇艱鉅挑戰；而台灣證明控制疫

情擴散的同時，不一定要以經濟成長為代價。現在正是臺、馬雙邊討

論經濟復甦與永續成長發展的好時機，因此也很期待於2021年5月5日

召開的第二場會議，針對後疫情時代永續經濟成長策略以及區域經濟

合作的看法進行交流討論有其必要性。 

  本會周子欽秘書長表示本次會議不禁令他回想起2020年赴馬來

西亞太子城參與APEC會議後，全球受到疫情影響風雲變色。他相當

期待本次會議臺、馬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彼此可互相交流對話，也可

就未來發展分享觀點。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邱達生研究員以Google人流趨勢報

告進行分享，COVID-19對零售與休閒娛樂影響甚大，特別是針對2020

年疫情剛爆發的第一季與第二季。另一方面，在生活用品與藥局的人

流來看，同樣是因為疫情關係，加上民眾對未來疫情發展不確定因素

影響，前往購買生活用品與醫藥相關用品的人潮不減反增。在交通方

面，疫情初期稍微影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意願，導致人流減少，但

在政府積極防疫政策推動後，搭乘大眾運輸人流也逐漸回溫，也因為

如此在過去一年當中，極少數台灣企業並沒有受到疫情影響而改為遠

距工作型態。 

  邱研究員特別提及2020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對我國的經濟成長率並不樂觀，甚至預測我國經

濟成長率應會衰退4%；然而在2020年10月IMF調升我國經濟成長率至

0.5%。2021年4月我國的經濟成長率超過3%，台經院預估2021年我國

經濟成長率應在4.75%，顯示我國整體經濟在政府積極推動有效政策



下，仍可穩定成長。 

  談及我國政府因應疫情影響所推出振興方案，邱研究員指出振興

方案包含融資協助、就業協助，以及稅務協助等政策。在融資協助方

面，政府提供750億元貸款信用保證專款，配合政府各項紓困振興貸

款措施，提供7,500億元融資額度（防疫千億保），全面協助企業、醫

療機構、教育事業及勞工度過疫情難關；就業協助則是對於勞雇協商

減少工時參加訓練課程的勞工，補助訓練津貼，以及獎勵雇主僱用失

業達30日以上之非自願性離職者或加保職業工會之勞工獎助雇主；稅

務舒緩則是若因疫情減少營業收入，致所得額減少，虧損者當年度不

用課營利事業所得稅，該虧損如符合相關規定，可在未來10年內所得

額扣除，減少相關年度應納稅額等政策協助因應疫情帶來的衝擊。 

  最後，邱研究員說明我國係出口導向國家，其經濟表現跟全球經

濟情勢緊緊相連，COVID-19疫情蔓延觸發全球經濟格局的轉變，然

而我國2020年經濟成長仍有亮眼表現主要原因係受到ICT產業需求，

以及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帶動經濟成長，免於受疫情衝擊。馬來西

亞可以透過與我國建立雙邊資訊與通訊濟供應鏈等方式來加強合作，

而馬來西亞政府亦可支持我國加入CPTPP等區域經濟整合協定，強化

彼此間緊密經濟合作。 

  政治大學企管學系林月雲教授認為馬來西亞與我國有緊密關係，

雙方經驗交換是深具意義的。由於我國防疫成功，我國染疫死亡率極

低，且GDP呈現正向成長的跡象，因此許多海外國人回來，特別是在

中國或東南亞經營事業成功的台商意圖將其企業遷移回台，原因之一

為在我國可擁有聽演唱會、參加遊行等正常的集會活動與生活。 



  林教授指出我國在疫情期間段時間內大幅提升口罩產能，我國政

府在2020年1月31日決定投資6百億美元以新建60條生產線，於2/7成

立口罩生產任務小組，並在40天內以內新建92條口罩產線，其中共有

28間公司與3個研發中心加入，最主要的2個口罩製造商皆為中小企業，

員工少於20人。 

  如同邱研究員先前說明我國政府振興措施，林教授以同等角度切

入說明，我國政府共投資 1,080 億美元在防疫、紓困、振興等措施。

政府透過免除支付、減少支付額、延後支付等措施支持企業，針對個

人則提供每個月 667 美元之失業補貼、失業家庭之兒童教育費用以及

雇用失業人口之雇主補貼 1,053 美元。另外，我國也正朝向經濟復甦

的方向前進，由於防疫表現佳，國內經濟活動逐步成長，政府提供三

倍券供民眾消費之用，包含具有合法外籍居民身分之外國人。自 2020

年第三季以來我國消費逐步恢復，有些商家生意甚至比疫情之前要好，

我國的日常生活已經回歸正常，只是仍有在公共場所必須配戴口罩之

規定。 

  林教授認為臺灣經濟復甦要項，包括公私部門及民眾間的夥伴關

係、銀行提供快速且具有彈性的措施、政府提供財務支援、相應的政

策以及堅強的IT實力，以及相關組織具備快速回應的能力以及支持人

權。 

  此外，林教授特別點出臺灣和馬來西亞可合作的範圍包括： 

1. 馬來西亞和台灣的國家智慧資本和GDP之間皆呈現正向相關，臺

灣可作為馬來西亞在經濟和無形資產發展上的借鏡； 

2. 有關永續發展，馬來西亞發展程度大概是全球國家的中間值，臺灣



則是全球排名前幾名之一； 

3. 馬來西亞的網路安全在2002年至2018年期間停滯，臺灣則在這期

間是全球發展前幾名的國家，臺灣可提供相關協助； 

4. 對於所有國家來說，衛生基礎設施與復甦呈正向相關，馬來西亞在

2018年亦往好的方向發展，臺灣在此項目上仍可提供相關協助； 

5. 臺灣未來的能源呈現短缺的趨勢，馬來西亞在能源供應上可提供相

關協助； 

6. 馬來西亞過去18年積極改善創業環境，我國則有些微倒退，兩國可

互相合作； 

7. 知識轉移和復甦呈現正向相關，馬來西亞有很大的進步，而臺灣可

提供發展知識轉移與復甦的相關協助。 

  未來，林教授期許臺、馬間的關係能夠更緊密連結，特別是在知

識與創新領域；儘管臺灣在多項領域中表現較馬來西亞更佳，但臺灣

人口的年齡中位數與人口成長率（ 42.3/0.04% ）和馬來西亞

（29.2/1.06%）比起來，顯示出雙方需互相合作。後疫情時期，兩國

應探尋更多有關經濟復甦與國際智慧資本面向之雙贏合作。 

  馬來亞大學社會福利研究中心Emeritus Prof. Datuk Dr Norma 

Mansor主任則認為疫情爆發後導致全球經濟活動減少，馬來西亞當然

也不例外。2020年3月馬來西亞政府頒布了防疫禁令，限制人流移動，

也因此大多經濟與社交活動紛紛停止，僅有少數必要服務產業得以繼

續營運。 

  Norma Mansor主任說明受到疫情影響，2020年馬來西亞經濟成長



率衰退至-5.6%，係自1998年金融海嘯以來新低，加上政府推出的經

濟振興方案，也使得政府財政嚴重赤字。另外，受到政府頒佈禁令導

致超過10萬名勞工因此失業，且35%的自雇人士至少減少9成收入。如

同其他國家一樣，馬來西亞政府也推動振興方案，包括積極控制疫情

發展、提高疫苗接種率、簡化金流管理、協助受影響之個人、確保企

業持續運作得以提供就業機會等。馬來西亞政府所提出之振興方案共

投入82.7億美金，是馬來西亞2021整體預算中最大比例的支出，盼以

協助民眾得以維持基本日常需求。 

  最後，Norma Mansor主任指出社會保護是必行的路，但不應以慈

善角度直行，而是應設法建立符合馬來西亞所需的政策，透過提供良

好健康和教育保護全民。未來馬來西亞政府將持續強化社會福利協助，

針對幼童、高齡人士以及身心障礙者提出更具包容性的社會福利協助

計畫。此外，政府也將針對社會保險與退休金結構進行改革、刺激勞

動市場復甦，以及建立全面性治理架構，加速推動社會福利議題，最

後以完善數據分析管理，供政府各部會未來制定社會福利相關政策時

參考。 

  COVID-19疫情為亞太區域帶來全面性嚴重衝擊，多數經濟體受

疫情蔓延影響，經濟大受打擊的同時，人民的生命、生計也造受嚴重

威脅；少數經濟體控制疫情得宜，得以將損失控制至最小。然而，對

於疫情嚴重之地區，如何重建為當前要務；對於控制疫情相對較為穩

定的地區而言，如何同時維持平穩防疫與經濟復甦則更具挑戰性。綜

觀本次會議中我國及馬來西亞專家學者的專業建議，實屬雙方於未來

制定政策時可參考的寶貴經驗，臺、馬交流合作應往常態、頻繁的方

向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