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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農 業 政 策 是 政 府 為

達成特定目標而製定的

一 套 法 律 和 程 序， 馬 來

西亞政府自 1984 年以來

制定一系列國家農業政

策， 亦 即 國 家 農 業 政 策

1、2 和 3 。 目 前 的 國 家

農糧食品政策（National 

Agrofood Policy, NAP）

制定於 2010 年，實施期

間 為 2011 ∼ 2020 年。

政 府 在 此 政 策 實 施 7 年

後，會審查其對馬來西亞

農業部門發展的影響。本

文重點介紹國家農糧食品

政策實施前半期（2011∼

2015 年）農業部門的一

些成就和表現。

對 於 以 農 業 和 資 源

為基礎的產業發展而言，

農業部門作為提供食品和

原料的來源有其策略的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

對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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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農業部門 2015 年國內生產毛

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超過 895 億馬幣（相當於 226.58 億美

元），約占國內生產毛額 8.1％。油棕

業是國內生產毛額的主要貢獻者（占

43.1％），其次是其他農業（19.5％）、

畜牧業（11.6％）、漁業（11.5％）、

林業和伐木（7.2％）和橡膠（7.1％）。

同年，農產品出口為 1158.84 億馬幣

（293.38 億 美 元 ）， 進 口 為 864.73

億 馬 幣（214.362 億 美 元 ）， 淨 出 口

為 311.72 億 馬 幣（78.92 億 美 元 ）。

2015 年參與農業的人數約為 180 萬人，

外籍勞工約為 60 萬人。統計部門的報

告也顯示農業部門有 76％是男性。

馬來西亞的農業可分為 2 個部分，

即特用作物（industrial crops）和農糧

食品。約 86％的農業用地用於生產工

業商品，如油棕、橡膠和可可。剩下的

14％用於種植農產品，如水稻、水果、

蔬菜和椰子。

總而言之，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的現

況與先前農業政策執行期間的情況相比

相去不遠。馬來西亞的農業現況如下：

（一）產業資源

1. 土地持有者面積小且獲益不佳，

例如超過65％的水稻種植者擁有

不到 1 公頃的土地。

2. 大多數投入材料（如肥料和種子）

都由進口取得，例如 95％的蔬菜

種子、水果種子（40％）和魚苗

（25％）皆為進口。

（二）私營部門

1. 農業被視為窮人的部門，其情況與

其他部門無法相比。

2. 生產力低。農業生產力估計約為製

造業部門的 60％。

（三）農民

1. 農民高齡化。超過 55％的農民大

於 55 歲，超過 35％的農民大於

60 歲。

2. 人力低度運用。農民在農業活動

上花費的時間少，農民對農作物

的關注低，以至於產量少。例如

稻農民每季約在田間工作 27 天，

或有農民每月僅用 16 天在種植

椰子。

3. 年輕人對於農業有負面觀感。報告

顯示，2015 年低於 15％的青年參

與農業部門。

4. 勞動力不足。目前馬來西亞在農業

活動中雇用超過70萬名外籍勞工。

國 家 農 業 政 策 1、2 和 3 從 1984

年實施以來，農業部門每年持續成長

3％～ 5％，然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

為農業部門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影響

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版圖的趨勢如下：

（一）食品需求持續成長。由於收入增

加，2009 ～ 2014 年 期 間 整 體

人均消費成長 5.46％。

（二）高度依賴進口。牛肉、羊肉和

牛乳進口依賴程度高。例如，

馬來西亞進口約當地消費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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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93％的牛乳、70％的牛肉和

85％的羊肉。

（三）食品價格上漲。約 30.2％的家

庭支出用於食品，食品價格上漲

通常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

（四）農產品和特用作物之間的土地競

爭。目前，80％以上的農業用地

用於商業作物。同時，農糧食品

部門也與住房、製造業和服務業

競爭可耕地，例如，到 2015 年

為止，超過 3％的農業用地被轉

為住房、工業和商業設施。

二、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NAP）2011∼

2020

國 家 農 糧 食 品 政 策（NAP） 於

2010 年制定，並於 2011 年 9 月 28 日

核准實施。該政策的重點是在提升馬來

西亞農糧食品產業的效率，以驅動整個

產業價值鏈的生產力和競爭力。該政策

為 期 10 年（2011 ∼ 2020 年 ）， 以 解

決馬來西亞的食品供應問題，希望透過

實施這項政策，馬來西亞能生產足夠可

安全食用的糧食，這與 2020 年成為已

開發國家的馬來西亞目標一致，實施國

家農糧食品政策可增加農民和農企業者

的收入，也將使農糧食品部門發展成一

個穩定和有韌性的產業。該政策的另一

目標是使農糧食品產業成為具有競爭力

和永續發展的產業，並增加農業企業者

的收入水準。馬來西亞豐富多樣的作物

提供開發能改善營養和更好的保健食品

的機會，從而提供消費者更多國產品的

選 擇。2011 ∼ 2020 年 國 家 農 糧 食 品

政策的目標如下：

（一）確保充足的食品供應和食品安全。

（二） 將農糧食品產業發展成具有競爭

力和永持續發展的產業。

（三） 提高農業企業者的收入水準。

為達成這些目標，國家農糧食品政

策提出 7 個策略方向：

（一）確保國家食品安全。

（二） 增加農業食品產業對國內生產毛

額的貢獻。

（三）完善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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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人力資本。

（五）強化研發活動、創新和技術應用。

（六）創造私營部門主導的事業。

（七）強化提供服務的系統。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的重點是農業

發展，依市場需求和潛力以及消費者

偏好生產農產品，以稻田和稻米、捕

撈 漁 業、 畜 牧、 蔬 菜、 水 果、 椰 子、

燕窩、水產養殖、觀賞魚、海藻、藥

草和香料、花卉、蘑菇、農作物食品和

農業旅遊 15 個產業為主。國家農糧食

品政策提供行動綱領、計畫及關鍵績效

指標，由農業和農基產業部（Ministry 

o f  Agr icu l tu re  and  Agro -based 

Industry）進行監督。

三、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的影響（2011∼

2020）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已實施至該計畫

的 3/4。農業和農基產業部進行一次期

中審查，以衡量這項政策對馬來西亞農

業發展的影響。

（一）主要成就

國 家 農 糧 食 品 政 策 的 實

施 包 括 2 個 馬 來 西 亞 5 年 發

展 計 畫， 即 第 10 次 馬 來 西 亞

發 展 計 畫（Tenth Malaysian 

Development Plan）（2011 ～

2015） 和 第 11 次 馬 來 西 亞 發

展 計 畫（Eleventh Malaysian 

Development Plan）（2016 ～

2020）。 在 第 10 次 發 展 計 畫

中，農 業 部 門 的 生 產、 價 值 和

自 給率（Self-Sufficiency Ratio, 

SSR）的整體表現有改善。在此

期間實施的計畫提供更好的農經

實踐、有品質的投入、現代農業

科技、改進的基礎設施和技能訓

練計畫。農業部門在此期間成長

2.4％，並持續為農基產業提供

原料。透過分析目標的成就，來

衡量 2011 ～ 2020 年國家農糧

食品政策對於農業部門的表現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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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 1：確保充足的食品供應和

食品安全

1. 食品商品的生產

整 體 而 言， 糧 食 商 品 的

生 產 於 2011 ～ 2015 年 期 間

大幅增加，例如，作物的產量

從 2011 年 的 630 萬 噸 增 加 至

2015 年的 730 萬噸（表 1）。

新品種農作物、先進生產系統，

和收穫後處理等新技術的應用，

促成商品類食品產量提升。

2. 商品類食品的自給自足

整體而言，32 種商品中有

17 種 商 品 的 自 給 率（SSR） 超

過 100 ％。12 種 選 出 的 水 果 中

有 7 種 SSR 超過 100％，如木瓜

（165.4％）、西瓜（158.8％）和

楊桃（151.5％）。6 種特定的蔬菜

的 SSR 含量超過 100％，如番茄

（131.8％）、菠菜（111％）、長

豆（105.4％）和秋葵（103.2％）。

同 時 期， 雞 ／ 鴨 蛋 自 給 率 為

112.3％，蝦（100.1％）和墨魚

（105.6％）（表 2）。

馬來西亞仍然無法提供足夠的羊

肉、牛肉和稻米，因此，馬來西亞從鄰

國進口這些商品，肉類主要來自紐西

蘭、澳洲和印度，稻米主要來自泰國、

越南、巴基斯坦和印度。馬來西亞於

2015 年進口約 453.19 億馬幣的食品。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財政部。

表 1. 2011～ 2015 年主要農產品商品生產情況

商品 （'000 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作物 6333 6442 6708 7011 7284
稻米 2579 2599 2604 2849 3322
水果 1624 1595 1545 1622 1589
蔬菜 939 947 1375 1453 1373

經濟作物 170 273 238 214 227
草藥和香料 41 47 61 70 70
特用作物 981 982 885 803 702

花卉 （‘000 扦插
/ 盆 / 植株） 417,066 419,990 484,434 498,967 510,290

畜牧（'000 噸） 2221 2293 2416 2576 2661
牛肉 49 51 52 53 50
羊肉 3 4 5 5 4
豬肉 214 218 217 218 216
禽肉 1334 1374 1458 1573 1614
禽蛋 621 645 684 728 776

牛乳 （百萬升） 71 72 74 75 76
漁業 1905 2112 2019 1985 1998

海洋漁業 1373 1472 1483 1458 1486
水產養殖 526 634 530 521 506
內陸漁業 6 5 6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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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標 2：將農糧食品產業發展成一

個具有競爭力和永續發展的產業

整體而言，馬來西亞自 1957

年脫離英國獨立之後，農業部門

一直持續發展。農業部門在 2015

年共有超過 1 萬 1,628 家企業，

年均成長率為 5.7％，總產值在

2015 年為 738.5 億馬幣，比 2010

年的 534.5 億馬幣增加約 6.7％。

農業部門對國內生產毛額的

貢獻也從 2012 年的 894 億馬幣

增加至 2015 年的 942 億馬幣，

但與製造業（3.4～ 5.4％）、建

築業（4.6～ 18.1％）和服務業

（6.7～ 7.0％）的價值相比，農

業部門的價值僅些微成長 1.8％

（表 3）。

從馬來西亞出口至全球市

場的農糧產品數量和價值可以看

出其受到全球市場的歡迎。農業

部門的產品出口平均增加 9％，

從 2011 年的 205 億馬幣（51.9

億 美 元 ） 至 2014 年 的 256 億

馬幣（64.8 億美元）。然而，食

品進口量也每年平均增加 9％，

從 345 億馬幣（87.3 億美元） 

增 至 426 億 馬 幣（121.7 億 美

元）。馬來西亞主要進口不適合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表 2. 挑選出的農產品的自給率（SSR）（2015 年）
商品 自給率（％） 商品 自給率（％）

畜牧
禽肉 98.5 牛肉 24
豬肉 93.7 雞 ／鴨蛋 112.3
羊肉 11.4

漁業
蝦 100.1 鯖魚 86.4
鮪魚 98.2 螃蟹 75.2
墨魚 105.6

稻米 72.3
蔬菜
菠菜 111 芥末 97.8
秋葵 103.2 茄子 102.8
辣椒 51.04 小黃瓜 101.7
長豆 105.4 番茄 131.8
圓高麗菜 83.3

水果
楊桃 151.5 芒果 36
木瓜 165.4 山竹 82.3
波羅蜜 104.3 鳳梨 104.6
榴槤 102.4 香蕉 100
芭樂 94.5 紅毛丹 96.7
椰子 87.8 西瓜 158.8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表 3. 2012～ 2015 年各種經濟活動的國內生產總值（百萬馬幣，2010 年固定價格）
經濟活動的種類 2012 2013 2014 2015 e

農業 89,406 91,181 93,048 94,249
橡膠 8,614 7,759 6,288 6,797
油棕 41,402 42,521 43,539 44,119

畜牧業 8,315 9,086 9,806 10,039
禽類 4,964 5,477 6,029 6,231
牛 890 975 996 912
其他牲畜 2,461 2,635 2,781 2,896

其他農業 13,879 15,031 16,247 16,628
稻米 2,002 2,073 2,158 2,136
蔬菜 5,159 5,707 6,152 6,377
水果 3,323 3,636 3,958 4,140
糧食作物 2,747 2,956 3,242 3,240

其他 648 659 738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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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在熱帶地區的商品，例如溫

帶水果和蔬菜。2011～ 2014 年

食品貿易差額持續以平均 8.9％

的速度成長（圖 1）。

主要農業貿易逆差來自進口

動 物 飼 料（34.4 ％）、 糖、 糖 製

品和蜂蜜（17.1％）、肉和肉製

品（14.7％）和蔬菜（13.8％）。

馬來西亞需要進口不適合在當地

種植的動物飼料用農產品，主要

是穀物玉米和大豆。

（四） 目標 3：提高農業企業者的收入

水準

農業部門提供的就業機會從

2010 年 的 39 萬 708 人 增 加 至

2015 年 44.45 萬 多 人。 大 多 數

人從事作物種植業（82.8％），

其次是畜牧（7.83％）、 林業與

伐木（5.8％）和漁業（3.5％）。

農業部門的工作者的收入也從

2010 年的 48.9 億馬幣（12 億美

元）大幅增加至 2015 年的 79.04

億（20 億美元）（表 4）。

農 企 業 者 的 收 入 也 可 以 透

過檢視農產品的總產值和附加價

值進行衡量。統計部門的報告顯

示，農產品的總產值從 2010 年

的 534.5 億美元（135.3 億美元）

增加至 2015 年的 738.53 億美元

（187 億美元），成長約 6.7％。

同 時， 農 業 部 門 的 附 加 價 值 的

貢 獻 也 呈 現 正 向 成 長 趨 勢， 從

Agriculture Trade in Malaysia（2011-2014）

2011 2012 2013 2014

Import 34.45 36.051 38.8 42.597

Export 20.494 20.62 22.03 25.585
Trade balance -13.956 -15.431 -16.77 -17.012Im

po
rt

, E
xp

or
t a

nd
 tr

ad
e 

ba
la

nc
e（

R
M

 B
ill

io
n

34.45 36.051 38.8 42.597

20.494 20.62 22.03
25.585

-13.956 -15.431 -16.77 -17.012

Year

Import Export Trade balance

圖 1. 馬來西亞的農業貿易情形（20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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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311 億馬幣（78.7 億

美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411.73

億馬幣（106.3 億美元）， 複合

年均成長率為 5.9％。

四、未來策略

農業和農基產業部的目標是提高農

業部門的成就與制定新的策略，透過遵

循國家農糧食品政策的方向，來確保農

業部門的發展。新策略的重點放在改進

農業產品之品質、價值和安全，讓農業

產品打入全球市場。部分新策略如下：

（一）探索高價值農產品的潛力：確認

榴蓮、椰子和鳳梨是新的高價值

農產品，強化生產這些商品以供

應出口市場。

（二）廣泛運用農業因素以提高生產力

1. 鼓勵大規模農業模式和採用農業

科技。

2. 制定著重提高水生產力的計畫。

3. 改善農藝管理。

4. 透過農業推廣機構，提供從業人

員訓練和幫助。

5. 選擇大型商業參與者作為小農的

推動者 ／導師。

（三）擴大農基產業

1. 進一步加強馬來西亞作為出口或

再出口加工中心之地位。

2. 根據市場需求確定目標產品。

3. 以改善出口系統、管理與新潛在

市場的貿易、提升價值鏈、強化

下游活動，和轉變促進出口的方

式，強化出口表現。

五、結論

國家農糧食品政策（2011∼ 2020

年）的實施對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的發展

影響甚鉅。農業部門仍然是重要的經濟

驅動力，能幫助馬來西亞於 2020 年前

成為已開發國家。然而，此部門仍面臨

一些問題和挑戰，特別是外部環境方

面，例如緩慢的全球成長、商品價格下

跌和金融市場波動。希望藉由策略的調

整協助馬來西亞政府達成國家農糧食品

政策（2011∼ 2020 年）的目標。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

表 4. 農業勞工的薪水和工資（百萬馬幣）
次部門 2010 2015 CAGR（％）

作物 3,857.3 6,125.8 9.7
林業與伐木 553.8 737.3 5.9
漁業 163.9 315 14
畜牧 315.1 726.2 18.2
加總 4,890 7,904.3 10.1

（參考文獻請逕洽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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