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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马中关系民意调查， 马国民众对中

国的整体好感度， 比起两年前有显著上升，马中关系也获得更加正面的评价。 这项结

果反映马国社会普遍上承认， 中国在本区域影响力提升的事实， 同时说明安华政府上

台后的外交和对华政策， 具有坚实的民意支持。 

这份由默迪卡民调中心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合作进行的民调显示， 有 77%的受访

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较 2022 年的 38%有大幅增长。 在马中关系评价上， 2024 年有

84%受访者认为发展良好， 相较 2022 年的 70%明显提高； 也有 77%受访者认为， 马

中关系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默迪卡中心长期追踪马国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度， 因此能

从时序上了解趋势变化。 马国华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向来高企， 可是这份民调最值得关

注之处， 是马来裔和印度裔国民对中国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善。 2022 年，马来裔对中

国好感度不足三成， 2024 年增至 73%。 对于马中关系的发展态势， 印度裔向来评价

较低， 但本次民调却从 58%增加到八成。 这意味着马国的非华裔人口， 对中国的观

感和正面态度， 这两年出现逆转。 

过去几年， 伴随马国政党轮替， 造成政局不稳， 在政治操作下也对中国的因素和中

资角色曾经引发议论。 从 2016 年以来， 马国社会对中国的观感经历起伏和震荡， 尤

其是非华裔对中国的观感一度滑落。 然而最新民调显示， 马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已逐渐

走出阴霾， 民意出现回弹现象。 

有几个短期因素， 的确有利于社会增强对中国的好感度。 

首先是马中建交 50 周年的一连串官方和民间活动， 以及两国高层互访， 令马中关系

升温， 也增强各族对马中友好的认同。 马来西亚是第一批享有赴华免签待遇的国家之

一， 此举有效扩大民间各层次的互访， 对改善马国人的中国好感度， 产生重要作

用。 

其次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对改善马来裔国民对华的友好态度起了关键意义。尽

管中国与以色列有广泛合作， 但中国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建国权， 立场与马

国一致。 另外， 在中国斡旋下，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邦交， 以及推动巴勒斯坦各

派系和解， 都让马国民众特别是马来裔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大国角色。 



政府领导人的外交取向也直接影响马国人观感。 2018 年， 马哈迪第二次执政前后，

由于在中资问题上挑起争议， 削弱马来裔对中国的观感。 但安华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不

同策略， 他和中国一样， 都对美国在以巴冲突的立场持批评态度， 有助于马来裔国

民对中国的看法产生结构性改变。 

自 2022 年大选后， 安华组成跨党派团结政府， 马国政局恢復稳定， 减少政治震荡。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只有当政府稳定之后，才有能力重新部署外交战略。 安华在过去

两年三度访华， 凭个人意志重新主导外交路向， 让马中关系有了全新的战略方向。 

安华经营中国的大方向， 虽然引起西方外交界不同看法， 但由于战略清晰， 立场坚

定， 有利于疫情之后加快马中在各领域的合作步伐， 也为双边关系重建信心。 从这

次民调投射出来的信息， 安华的外交政策无疑取得广泛的民意肯定。 

安华政府试图重建马国国际地位马中关系可说是马来西亚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 安华执政后对马中关系作出重新定位， 试图从国家利益出发， 维护中立和不结

盟立场， 同时避免在中美强权之间有所倾斜。 这既没有违背马国外交框架， 也因应

当前国内外情势。 

马国外交政策自 1970 年代开始， 就有意体现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 对区域课题也有

倡议能力。 透过马中关系近两年来的重新定向， 凸显安华政府试图重建马国的亚洲和

全球南方地位， 既在国际议题上有坚定主张，面对中美对抗时， 也积极争取本国利

益， 追求自己的外交原则， 与强权进行战略周旋。 

马国在外交上擅用对冲策略， 不因大国影响而失去主体性格。 在疫后重建经济的阶

段， 安华政府认识到中国带来的经贸利益。亚洲国家如果把中国置于对立面， 并无好

处； 加强与中国的经贸互动， 才有利于民生经济。 

在纳吉政府时期， 朝野曾对中资涌入引起议论， 但安华政府有更务实的考量， 对中

资采取“积极开放， 精明管理” 的策略。 目前马国引进中资时较注重高新科技、 数

码经济、 新能源产业等领域， 并强调能为本土供应链发挥互补作用， 以扩大中资的

附加价值。 这个策略符合马国社会期待， 默迪卡民调就透露， 有超过八成（ 82%） 

受访者认为， 中资对马国带来积极影响， 较 2022 年增加了 12 个百分点。 

马中关系在过去几年历经考验， 如今经贸互动日益紧密， 在教育和人文领域也加強合

作， 连过去未受注意的中国职业教育， 都逐渐受到马国官方关注。 虽然两国在地缘

政治利益上并非没有歧异， 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 未来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也

充满变数。 不过这份民调显示， 安华政府在强大意志的驱动下， 重新定位对华关

系， 获得国内各族群民意的广泛支持， 无疑为安华当前的外交路线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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