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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东南临暹罗湾，北部和西

部邻缅甸和安达曼海，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是亚洲和东

盟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对中国来说，泰国不仅是

中国通往东盟国家及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重要通道，而且

有助于中国进入和打开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市场。为此，

积极推动中国与泰国的经贸合作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泰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一

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以及陆海贸易通道的建设，为

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新契机，推动了中国企业加快

走向泰国的步伐。

一、市场环境分析

经济发展决定着市场需求。为此，市场环境分析归

根结底为经济发展潜力分析。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泰

国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政策，采取分阶段推进的“出口导

向”政策。到上世纪 80 年代，泰国外向型经济建设进一

步提速，实行资源经济的经济发展策略。随着政策效应的

发挥，泰国经济发展迅速从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经济方向

转型，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亚洲“四小虎”之

一。进入 21 世纪，泰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现

已是东南亚国家中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仅次于新加

坡。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0-2006 年泰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3.7%。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泰国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冲击，2009 年 GDP 增长率

为 -2.3%，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首次负增长。依靠持续推

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以及国内宽松政策效应的发挥，

2010 年泰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报复性反弹，GDP 增长率高

达 21.1%。

从时序上来看，泰国经济发展在 2010 年出现强劲反

弹以后，由于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泰国经济发展

也开始进入低迷期，2011-2014 年泰国 GDP 增速从 2011

年的 8.7%，降至 2014 年的 -3.7%。2014 年 GDP 降幅甚

至超过 2009 年的，为考察期的最大降幅。自 2014 年后，

泰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恢复性增长期，GDP 增速开始逐

渐回升，至 2016 年 GDP 开始恢复正增长后，2017 和

2018年连续两年的增速均超过10%，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人均 GDP 也开始大幅增

加，泰国人均 GDP 从 2007 年的 3972 美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7274 美元，增幅达到 83.1%。近年来泰国经济规模

和人均GDP的大幅增加，为泰国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为国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作为泰国重

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强烈地吸引着中

国企业走向泰国。

二、要素资源环境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环境

中国制造业曾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成功地嵌入到世

界制造分工的中低端环节，推动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幅扩大。

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等问题的

日益突出。中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升级压力，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致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存空

间日益被压缩。而泰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则对中国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构成了强烈吸引。为此，相对低廉的劳

动力成本因素成为吸引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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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直接投资泰国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资源环境

泰国因地形复杂多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

有包括锡、锰、金、钨等十几种金属矿产资源。锡矿是泰

国最重要的矿产，不仅储量大，而且分布广泛。同时，泰

国还拥有储量巨大的石油、天然气、煤气等油气资源。据《油

气杂志》的数据，2013 年泰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 4.53

亿桶。此外，泰国地处热带，土地肥沃，雨水资源充足，

人均耕地面积达到 5.3 亩，农业发展资源十分优厚，农产

品资源丰富，是世界上第一大橡胶生产国，其产量约占世

界总产量的 1/3。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仍很少，

加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使得经济

发展受自然资源约束的问题日益严峻。而且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均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总体而言，泰国在

自然资源和农业发展资源上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中

国的刚好形成较强的互补关系，对中国的金属加工业、金

属制品业、种植业、养殖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

业走向泰国形成了强烈的吸引。

三、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直接投资与贸易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关

系，即通过直接投资可以推动贸易发展，通过贸易发展可

以带动直接投资。为此，探讨中泰间的贸易发展，是分析

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经济环境的着力点之一。中泰贸易发

展始于 1975 年两国建交，1975 年中泰贸易总额为 0.25 亿

美元，至 2018 年中泰贸易总额已达到 87509 亿美元。由

此可见，自1975年以来，中泰两国间的贸易获得快速发展。

在 2007-2018 期间，中国对泰国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

达到 13.6%，发展速度较快。2007-2012 年，除 2009 年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外，是中国对泰国的出口贸易发展的黄

金期，出口贸易增速保持均超过 20%，其中，2010 年的

更是达到了 48.6%，同时 2008 和 2011 年的增长率也均在

30% 以上。2012 年为该期间出口贸易发展增长率最低的

年份，但仍高达 21.4%。此后中国对泰国出口贸易发展开

始出现明显的降速期，2013-2018 年，中国对泰国出口贸

易发展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5.6%，相对于 2007-2012 年的

下降了 17.5%。随着泰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

将带动国内需求的大幅增加，从而推动中国对泰国出口贸

易发展再次提速。

从进口角度看，2007 年中国对泰国的进口贸易额为

22665 亿美元，至 2018 年为 44630 亿美元，是 2007 年的

近 2 倍。相较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幅度较小。

另外，2007-2018 年中国对泰国进口贸易发展的年均增长

率为 6.9%，与出口贸易发展的相比下降 6.7%。由于进口

贸易发展的增速低于出口贸易发展的，因此，从 2010 年

开始中国对泰国贸易逆差的规模逐渐缩小，从 2010 年的

逆差 1345486 亿美元，至 2015 年为顺差 112205 亿美元。

从 2016 年以来虽然中国对泰国的贸易依然保持逆差，但

逆差的幅度已较小了，基本达到贸易平衡。与出口贸易类

似，2007-2011 年中国对泰国的进口贸易发展较快，在

该期间，进口贸易发展的年均增速达到 17.5%。此后，从

2012-2015 年中国对泰国的进口贸易发展连续 4 年均为负

增长，但增速下降的幅度较小。从 2016 年开始，中国对

泰国进口贸易开始恢复正增长，2017 和 2018 年连续两年

的增长率均超过 7%。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角度看，2007

年中国对泰国的贸易总额为 34638 亿美元，2018 年的贸

易总额为2007年的2.5倍。在该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9.4%。

总体来看，中国对泰国的贸易发展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

四、结论

泰国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直接投资目标

国。近年来随着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泰国直接投

资的空间不断被释放。为此，以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的经

济环境入手，从市场需求环境、要素资源环境和贸易发展

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认为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丰富的要素资源及越来越紧密的贸易关系，将推动中国加

快对泰国直接投资的步伐。

基金课题：四川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团队项目《中国企业对泰国投

资的国际化经营研究》（SISUFTK2019019）

作者简介：覃雯丹，1990.10.02，性别：女，籍贯：广西贵港市人，

学历：硕士研究生，学校：四川外国语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泰国

文化研究。

史欣，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