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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泰国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外向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逐步放松疫情

管控，旅游业复苏的支撑下 2022 年泰国 GDP 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预计 2023

年泰国经济增长恢复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国际旅游收入复苏，而且中国是泰国旅

游复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贸易对于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持续提升。泰国在食品和农业原料方面的比

较优势突出，在农业相关的资源型制成品、汽车和部分电子与电器产品方面也具备

比较优势。APEC 是泰国主要的贸易辐射区域，中国、日本和美国是泰国排名前三

位贸易伙伴。2019 年以来泰国向美国出口增长超过了向中国出口，很重要的原因

是：泰国正在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供应链的一个组成部分。 

泰国政府积极调整优惠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以鼓励新增外国直接投资，“泰国

4.0”（泰国版的工业 4.0）和“生物、循环、绿色”产业是泰国投资促进协会重点

鼓励 FDI 的方向。2019 年开始，中国稳居泰国 FDI 流入的前三名位置。 

作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位 FDI 来源国，中国与泰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对于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双方在贸易商品结构上高度互补，泰国出口

到中国的农业原料和食品顺差连年上升，中国出口泰国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其他制

成品顺差也持续扩大。光伏、轮胎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建厂已

经初见成效，通过泰国的生产基地辐射亚太市场的运营方式也帮助中国制造加速

拓展海外市场。

                                                      
∗ 北大汇丰智库国际组（撰稿人：蔡荣） 

成稿时间：2022 年 12 月 20 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chengyun@phbs.pku.edu.cn）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专题报告系列 

 

 1 

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泰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四年来首

次线下会议。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开放、联通、平衡”（Open Connect Balance）。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2021 年 APEC 成员经济体总共拥有 29.75 亿

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59 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为 11.37 万亿美元，APEC

成员经济体以 37.6%的人口贡献了世界 61%的 GDP 和全球 51%的贸易额。 

APEC 的核心议程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

员间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泰国作为 2022 年 APEC 轮值主席国，高

度重视此次 APEC 带来的新增长机会，同时今年也是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0 周年，双方也期待持续深化合作共享发展。 

在新冠疫情带来种种不利影响的背景下，泰国的经济、贸易和 FDI 发展有什

么特点？泰国在东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和 FDI 的特点和潜力体现在哪些方面？中

国和泰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取得了哪些成绩以及面临哪些挑战？本报告通过对泰国

宏观经济、贸易和投资数据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与泰国双边经

贸合作的实际进展，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具体探讨新形势下中国和泰国未来的合

作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机遇。 

 

一、 泰国的经济、贸易和 FDI 概况 
2021 年泰国总人口 7160 万人，土地面积 51.09 万平方公里。泰国第一大民族

为泰族，占总人口的 75%，主要信仰佛教。华人在人数上仅次于泰族，占总人口的

14%左右。 

1. 泰国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2022 年 GDP 恢复至疫情前 

2021 年，泰国 GDP 规模为 5044.9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 27 位，人均 GDP 为

7045.85 美元，排名全球第 102 位，属于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东南亚 10 国

当中，泰国的 GDP 总量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排名第 2，人均 GDP 排名第 4，居于新

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之后。 

2000-2010 年，泰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 4.6%，但 2010-2021 年，泰国经济的平

均增速放缓至 2.2%。2020 年新冠疫情的冲击，泰国 GDP 增速跌至-6.2%，2021 年

增速反弹至 1.6%，仍与疫情前有一定的差距。泰国央行最新的预测认为，国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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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游复苏超预期，2022 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3.3%，GDP 有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图 1：2000-2021 年泰国 GDP 和 GDP 增长率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注：GDP 为 2015 年美元不变价 

 

图 2：2000-2021 年泰国 GDP 结构（支出法） 

数据来源：CEIC。注：各指标均为 2015 年美元不变价 

家庭消费和资本形成占泰国 GDP 的比重从 2000-2010 年的 85%左右下降至

2010-2021 年的 80%左右，而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了 2 个百分点左右，净出口

的比重也上升了 2-3 个百分点，即泰国对于政府投资和国际需求的依赖程度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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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净出口负增长的 2005、2008、2011、2020 和 2021 年，泰国经济增长的表现也

较为疲弱。 

泰国也充分意识到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连续推出促进贸易的多项

政策和计划，同时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落地和升级。泰国商

业部于 2020 年启动 10 亿泰铢（（约 2.3 亿人民币））贸易促进五年计划，专注于增

强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并希望在 2025 年帮助泰国国际贸易竞争力跻身至亚

太地区前五。另外，泰国商业部又在 2021 年编制 2022-2027 年度泰国贸易战略五

年计划，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大力发展贸易基础设施，促进泰国产品进入全球市场，

刺激国内消费和提高从业者技能水平等五大战略手段实现强劲、全面、可持续发展

的泰国贸易。 

继 2022 年 RCEP 协定落地后，泰国国际贸易谈判厅计划在 2022-2027 年推动

与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目标是与泰国 80%的贸易伙伴签署自贸

协定，并计划在 2022 年内完成正在谈判中的 FTA 签署、升级和启动新的谈判，包

括在东盟框架下与和中国等伙伴的 FTA 升级。2022 年 5 月，泰国主办的 APEC 第

二十八届贸易部长会议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加强互联互通、

发展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了积极务实成果，也为泰国贸易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助力。 

2. 农业、汽车及食品制造业是优势行业 旅游业是复苏支柱 

1960 年泰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40%、19%

及 41%。1961 年起泰国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大力发展工业以

及服务业。20 世纪 80-90 年代，制造业尤其是电子工业发展迅速，泰国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并在1996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2021年泰国的产业结构是农业占10%，

工业占 30%，服务业占 60%，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农业是泰国的传统优势行业，也是泰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泰国大米出口量

位居全球前三名，泰国是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世界主要的木薯、

甘蔗、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工业当中，制造业增速较快的时间也是泰国 GDP 表现较好的时间段。泰国是

东南亚地区的汽车生产基地，2021 年泰国汽车产量 168.5 万辆，位居全球第 10 位。

另外基于丰富农业资源发展的食品饮料相关制造业也是泰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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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00-2021 年泰国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CEIC。 

 
图 4：2019-2021 年东南亚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汽车产量                    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OICA（世界汽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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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6-2021 年泰国部分食品饮料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CEIC。 

表 1：2019vs2021 年泰国服务业分行业产值及变化 

                        单位：亿泰铢 

 行业 2019 2021 增长/下降 

1 机动车和日用品批发和修理 27474.87  27031.23  -1.6% 
2 金融和保险 12684.10  13391.85  5.6% 
3 公共管理、国防和社会保障 9933.39  10551.09  6.2% 
4 运输和仓储 9837.76  7367.91  -25.1% 
5 教育 6720.87  7056.05  5.0% 
6 住宿和餐饮业 10319.05  5145.61  -50.1% 
7 信息与通信 4313.28  4561.01  5.7% 
8 建筑业 4190.88  4391.69  4.8% 
9 房地产 4176.97  4369.22  4.6% 
10 医疗和社会工作 3707.80  4095.92  10.5% 
11 专业科技 2906.61  2712.32  -6.7% 
12 管理和支持服务 2708.33  2037.37  -24.8% 
13 其他服务活动 2229.67  2026.71  -9.1% 
14 艺术娱乐和休闲 1165.78  1082.80  -7.1% 
 服务业总计 102650.01  96108.18  -6.4% 

数据来源：CEIC。 

2021 年泰国服务业产值比 2019 年低 6.4%，是拖累泰国走出疫情的主要因素。

泰国服务业当中，机动车/日用品批发和修理服务，金融和保险，公共管理、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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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运输和仓储，教育，住宿和餐饮业等六个细分行业贡献了服务业 70%

的产值。2019-2021 年疫情对于住宿和餐饮业，运输和仓储服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 2021 年产值比 2019 年下降了 50%，绝对水平仅和 2014 年相

当。医疗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国防和社会保障，信息与通信是增速最快的三个

子行业。 

旅游业对于泰国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据世界旅游组织的估计，旅游及其带动

相关产业占泰国 GDP 的近五分之一，而且旅游行业提供了泰国五分之一的就业。 

伴随疫情防控的放松，2022 和 2023 年旅游业恢复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之一。泰国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大幅放松国内防疫措施，并进一步放宽入境

条件，受旅游业反弹推动， 2022 年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5%，这是泰国 GDP

五个季度以来的最快速度。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泰国取消所有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入境政策，入境政策恢复至新冠肺炎（COVID-19）前。11 月泰国主办的 APEC 会

议对旅游业乃至经济增长复苏有直接的催化效果。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

会预计，2022 年入境泰国的国际游客将超过 1000 万人次，2023 年约有 2350 万人

次国际游客入境。由于赴泰国旅游的国际游客数量的回升速度快于预期，预计泰国

2023 年 GDP 增长率有望升至 4.2%（过去 10 年的最高水平）。 

3. 汽车、电子和农产品出口优势突出 

泰国是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1960 年贸易依存度（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同该国

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率，反映该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仅为 31%，

2000 年贸易依存度提高到 104%，首次超过 100%，2011 年贸易依存度达到 122%，

之后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依存度在 2020 年下降至 88%，2021 年回升至 106%。从

贸易的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泰国经济在 2011 年之后增长放缓，而且受疫情冲击的负

面影响较大。 

对外贸易在 2000-2011 年保持了高速增长，出口年均增长 11.1%，进口年均增

长 12.6%，而 2012-2021 年期间外贸发展明显放缓，出口年均增长 2.0%，进口年均

增长 1.6%。2011-2014 年期间出口增长停滞，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不过 2015 年以

来出口恢复增长，总体贸易顺差也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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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00-2021 年泰国出口、进口及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泰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几个特点： 

1）出口优势商品类别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工业机械和

零部件、塑料行业等。 

2）进口商品类别主要集中在电子制造业、石油及产品加工业、钢铁、工业机

械和零部件、黄金（非货币）等。 

 

图 7：2021 年泰国出口前十大商品类别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T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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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21 年泰国进口前十大商品类别及增速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TCAD。 

3）道路车辆，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器，天然橡胶（合成和再生），初级

形状塑料，橡胶制成品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前五类商品，另外蔬菜及水果，肉及肉制

品，谷物和谷物制品，糖、糖制品及蜂蜜，鱼、甲壳类、软体动物和水生无脊椎动

物的单项贸易顺差规模也较大。 

4）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钢铁，电子机械、设备和器械，金（非货币），

金属制成品是贸易逆差最大的前五类商品。 

5）泰国出口和进口的商品类别集中度高，2021 年出口前十五位的商品种类占

总出口额的比例达到 67.8%，进口前十五位的商品种类占总进口额的比例达到

66.1%，而且主要的出口和进口商品类别高度重合，有 14 类商品同时位列出口前

20 位和进口前 20 位。位居出口前 20 位，但未进入进口前 20 位的商品类别是天然

橡胶及橡胶制成品，蔬菜及水果，肉类，谷物，糖和鱼等农产品，均为泰国出口优

势最突出的商品类别。 

泰国在汽车制造业、电子制造业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并且具备显著的国际竞

争优势，橡胶及制品、塑料行业、农产品及食品制造业、有机化工也具备一定的出

口优势，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和钢铁进口依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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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泰国出口前 20 位商品类别的贸易顺差/逆差 
出口排名 SITC 商品类别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2 道路车辆 281.73  97.79  183.94  

3 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器 206.70  97.74  108.96  

7 天然橡胶(包括合成和再生) 88.81  12.94  75.87  

5 初级形状塑料 128.93  53.31  75.62  

9 橡胶制成品 87.80  15.17  72.63  

12 蔬菜及水果 75.40  25.06  50.33  

19 肉及肉制品 46.23  2.03  44.20  

17 谷物和谷物制品 59.35  16.60  42.75  

20 糖、糖制品及蜂蜜 42.55  3.71  38.84  

15 鱼、甲壳类、软体动物和水生无脊椎动物 62.33  42.52  19.81  

10 有机化工产品 81.84  63.25  18.59  

4 其他工业机械和零部件 135.00  119.46  15.54  

18 非金属矿产制品 53.78  46.56  7.22  

6 杂项制品 96.42  92.28  4.14  

14 发电机械和设备 68.80  71.94  (3.14) 

11 通讯和录音设备 80.21  89.84  (9.64) 

13 金属制成品 71.18  95.99  (24.81) 

16 金（非货币） 61.93  98.48  (36.55) 

1 电子机械，设备和器械 290.15  327.54  (37.40) 

>20 钢铁 21.76  159.28  (137.52) 

8 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 87.94  321.04  (233.11) 

数据来源：UNTCAD。                                             单位：亿美元 

表 3：2021 年泰国前 10 位贸易伙伴 
排名 国家 出口额 排名 国家 进口额 排名 国家 贸易额 

1 美国 412.25  1 中国 664.27  1 中国 1030.04  

2 中国 365.77  2 日本 355.72  2 日本 601.31  

3 日本 245.58  3 美国 145.76  3 美国 558.01  

4 越南 122.76  4 马来西亚 120.51  4 马来西亚 239.26  

5 马来西亚 118.75  5 韩国 98.95  5 越南 192.24  

6 中国香港 114.12  6 阿联酋 98.50  6 澳大利亚 171.17  

7 澳大利亚 106.96  7 印度尼西亚 82.20  7 印度尼西亚 169.94  

8 新加坡 88.64  8 新加坡 73.42  8 新加坡 162.06  

9 印度尼西亚 87.75  9 越南 69.47  9 韩国 156.95  

10 印度 84.21  10 澳大利亚 64.21  10 印度 148.33  

数据来源：UNCOMTRADE。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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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是泰国主要的贸易辐射区域，2021 年，泰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全部是亚

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其中有八位是 RCEP 成员国。泰国前 10 大出口贸易伙伴占出

口总额的 65.5%，泰国前 10 大进口贸易伙伴占出口总额的 66.1%，其中美国、中

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同时位列出口和进口

前十位。 

中国、日本和美国是泰国排名前三位的贸易伙伴。2021 年，中国是泰国的第

1 大贸易伙伴，第 2 大出口目的地和第 1 大进口来源地，也是泰国最大的贸易逆差

伙伴；美国是泰国的第 3 大贸易伙伴，第 1 大出口目的地和第 3 大进口来源地，

也是泰国最大的贸易顺差伙伴。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泰国在东南亚地区

前三位贸易伙伴。 

2018-2021 年期间，前 10 位贸易伙伴中泰国增长最快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

（+47%），中国（+21%），印度（+11%）和韩国（+19%），尤其是美国超过中国，

成为泰国的第 1 大出口目的地。泰国出口到美国增长的主要商品类别是化工产品，

橡胶制成品，电机、仪器和电器，汽车零部件和武器弹药等。近年来泰国出口美国

的增长，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供应链的一个组成部分，比

如中国向泰国出口原材料或中间品，由泰国加工成最终产品后再出口美国，另外中

国企业到泰国投资制造业，从泰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可以规避美国贸易措施。泰国出

口到中国增长的主要商品类别是肉类、水产品和水果，化工产品，发电机械设备，

道路车辆等。 

前 10 位贸易伙伴中泰国增长最快的进口来源地是中国（+33%），韩国（+12%），

越南（+22%）和印度（+31%），泰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主要商品类别是食糖和咖

啡，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工业机械和零部件，钢铁，有色金属等。 

4. FDI 主要投向金融和房地产 

1990-2000 年期间，泰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规模大概是年均 30 亿美元。2000

年以来新增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提高至年均 70 亿美元，2013 年 FDI 总额达到 159.46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0 年以来，泰国的 FDI 呈现出明显的大幅波动特征，这

与泰国政府频繁更换，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阶级利益冲突有较为直接的关

联。 

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相对集中，截止 2021 年的 FDI 存量前五位来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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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占比达到 70.4%，其中日本以 947.5 亿美元稳居第一，新加坡以 548.9 亿美元居

于第二位，两个经济体占泰国 FDI 的 50%。中国香港以 250 亿美元处于第三，而

中国以 113 亿美元处于第六。2011-2021 年，泰国 FDI 增长最快的来源经济体是中

国、中国香港、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和 APEC 区域伙伴的投资合作发展势

头良好。2019 年开始，中国稳居泰国 FDI 流入的前三名位置。 

 

图 9：1990-2021 年泰国外国直接投资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TCAD。 

 
图 10：2021 年泰国 FDI 存量来源分布 

数据来源：CEIC。 

2021 年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显示，制造业占比 44%，服务业占

比 53.5%。泰国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投向是金融和保险、房地产、汽车及摩托车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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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修、电气设备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等。2011-2021 年，泰国 FDI 增长最快的

行业包括电气设备、农业/林业和渔业、家具、房地产、基础医药产品及制剂、汽

车及摩托车贸易与维修、橡胶和塑料制品等。 

 

图 11：2021 年泰国 FDI 存量行业前十位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泰国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主要由两家机构负责：1）泰国商业部及其所属企业

发展厅（Departm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DBD）负责审批，以保护本国产业

为目的，主要根据 1999 年《外商经营法》采取外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泰

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BOI）负责审批，以吸引外资投入泰国政

府鼓励的相关产业为目标，每年更新并公布投资指导目录，被纳入目录的投资项目

可申请 BOI 待遇（投资鼓励优惠政策），而且 BOI 待遇可突破绝大部分对外企的法

律限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为直接。 

二、 泰国在东南亚区域的经贸表现和潜力 

1. 经济增长在四小虎中垫底 贸易增长面临挑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泰国大力推动工业化，同时不断进行经济改革，特别

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并且紧跟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称亚洲四小虎。 

泰国在 1960-1970 年代，1980-1990 年代的 GDP 增速在东南亚六国居于前两

位，但 2000 年以来，GDP 增长在东南亚六国中处于落后的位置，尤其是 2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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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表现不尽如人意。 

 
图 12：1960-2021 年东南亚六国分阶段 GDP 增速          GDP 以 2015 年美元不变价衡量 

数据来源：CEIC。 

 
图 13：1980-2021 年泰国 GDP 支出法分项增速          GDP 以 2015 年美元不变价衡量 

数据来源：CEIC。 

2010 年以来泰国经济增长放缓最主要的原因是净出口的负贡献，同时投资增

速下降以及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增速放缓。2020 年以来，疫情冲击对于泰国 GDP

增长的负面冲击也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更为严重，以 2015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泰国

2021 年 GDP 比 2019 年低 4.7%，是东南亚六国中表现最疲弱的国家。疫情防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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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际游客几近为零，泰国的旅游业和航空业收入严重缩水，同时疫情对于泰国的

出口和外资也有较为严重的影响，2020 年泰国出口下降 20%，进口下降 14%，FDI

净流出 48.5 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相

比 2022 年增速放慢，而且通货膨胀风险仍然较高，泰国的出口仍将面临增速下滑

的挑战。 

2. 贸易排名被越南赶超 食品、汽车及电子电器产品优势显著 

2010 年以来，泰国的贸易增长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平平，在东南亚六国当中出

口排名从第 3 下降至第 4，进口排名从第 2 下降至第 3。越南的贸易增长表现最为

突出，越南的出口排名从 2010 年第 5 位升至 2021 年仅次于新加坡的第 2 位，进

口排名也从第 5 位升至第 2 位。 

2010-2021 年期间，东南亚六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

贸易增长均明显放缓，越南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均保持在 10%以上，菲律宾的出口

和进口增速均比 2000-2010 期间有所提升。 

表 4：2000-2021 年东南亚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出口       

2000-2010 增速 9.8% 7.3% 9.2% 10.9% 3.1% 17.4% 

2010-2021 增速 2.4% 3.8% 3.5% 3.1% 3.4% 15.0% 

进口       

2000-2010 增速 8.7% 7.2% 12.0% 11.4% 4.7% 18.4% 

2010-2021 增速 2.5% 3.4% 3.4% 3.5% 7.1% 13.2% 

数据来源：CEIC。 

在初级产品中，泰国在食品、农业原料、饮料和烟草类别上具有出口优势，在

农业原料方面是东南亚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而在矿石和金属、燃料方面对进口有

较高依赖，尤其是在能源方面是东南亚六国中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 

在东南亚区域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矿石和金属、燃料类别上有较强的互补

性，泰国与越南在农业原料类别上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在食品类别上，泰国与印度

尼西亚、越南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农业原料类别上，泰国与印度尼西亚有一定的

竞争关系。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北
大
汇
丰
智
库



专题报告系列 

 15 

 
图 14： 2021 年东南亚六国初级产品分类贸易差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TCAD。 

在制成品方面，泰国是中级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顺差国，优势

最为明显，在高级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顺差排名第 3，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较

大差距。在初级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方面，泰国是东南亚六国中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

进一步拆分产品类别，泰国在汽车、农业相关的资源型制成品、高级技术密集型的

电子和电器产品类别上是东南亚区域内最有优势的，而在电子和电器产品零部件、

钢铁和初级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类别上是东南亚区域内的短板国家。 

表 5：2021 年泰国贸易顺差前三位和逆差前三位的产品类别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资源型制成品：农业相关 70.54  162.51  455.14  279.88  (29.25) 12.08  
中级技术制成品：汽车 (13.93) (35.94) 19.60  183.09  (56.87) (25.24) 
高级技术密集型：电子和

电器产品 
3.87 50.40 (4.33) 135.75 54.36 108.93 

电子和电器产品零部件 375.50  302.02  (99.14) (79.03) 37.88  146.40  
钢铁 (19.37) 1.01  98.16  (137.53) (55.33) (74.65) 
初级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62.93) 3.20  66.16  (150.21) (93.80) (90.29) 

数据来源：UNTCAD。 

农业相关的资源型制成品类别，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有较强的竞争关

系。高级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和电器产品类别，泰国和越南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电子

和电器产品零部件类别，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是区域内向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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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优势国家。钢铁和初级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是印度尼西亚与泰国之间贸易互补性

最强的类型。 

3. FDI 存量处于区域内第二位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紧紧追赶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

跨境投资较 2020 年大幅增长 64%，达到 1.58 万亿美元，2021 年流入东南亚地区

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44%，创 175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当年全球外国投资流入

的 11%。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内主要投向是制造业、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图 15： 2000-2021 年东南亚六国 FDI 流入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TCAD。 

从 FDI 流量的角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三个国家占该地区外国直

接投资流入量的 77%以上。泰国在地区内排名第 5 位。2014 年以来，泰国的 FDI

流入在东南亚六国中处于第三梯队，新加坡的年度 FDI 流入从 600 亿美元不断增

长至 1000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年度 FDI 在 150-200 亿美元水平，马来

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年度 FDI 在 100 亿美元左右。 

从 FDI 存量的角度，2021 年东南亚地区 FDI 存量 3.14 万亿美元，新加坡、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占东南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 81%以上，其中新加坡 FDI

存量 2 万亿美元（占 64%），泰国 FDI 存量 2791 亿美元（占 8.9%），印度尼西亚

FDI 存量 2593 亿美元（占 8.3%）。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以 1926 亿美元、1874 亿

分处第 4 位、第 5 位。泰国的 FDI 存量正在被印度尼西亚、越南追赶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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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1 年东南亚四国 FDI 存量的主要来源国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https://data.aseanstats.org/。          注：新加坡的数据为 2020 年存量。 

美国、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和韩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首选新加坡，

第二目的地是印度尼西亚。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集中在新加坡和泰国，

第三目的地是印度尼西亚。东盟内部的 FDI 最多的区域内目的地是印度尼西亚，

第二目的地是泰国。 

相比东南亚区域内的邻国，泰国的《外商经营法》对于外国人投资泰国行业

及持股比例、具体投资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多限制，外国人以及外国人控股的实体

在泰国拥有土地所有权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也是影响泰国 FDI 增长的最主要的因

素。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 BOI 待遇能给予外商土地、用工、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并突破法律限制，因而成为外资进入泰国市场的主要方式。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七年投资促进策略（2015-2022）放宽了对外商可投资

特定行业持股比例的限制，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投资吸引政策，包括针

对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南部边境省份、特别经济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的投资促进计划等，具体措施包括豁免企业在一定年限内的企业

所得税缴纳，以及豁免企业最高十年内就特定商品的进口关税等。新的 5 年投资

促进战略（2023-2027），重点吸引创新、高科技和绿色产业的投资，批准了 9 项推

动投资的重大措施，包括 AI+特殊优惠权益，特定产业可以获得企业所得税最高 13

年的豁免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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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泰经贸：贸易优势互补 先进制造和绿色投资双赢 
2012 年中国和泰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 年来两国的经贸合作保持

了稳健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泰国在 2022 年担任 APEC 轮值主席期间，提出亚太

自贸区（FTAAP）的议题，一方面为开放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推进包括亚太自贸

区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也继续推进 RCEP 落实，对于中国和泰国的

经贸合作打开新的增长空间。2021 年中国是泰国的第 1 大贸易伙伴，并且连续九

年稳居第 1；泰国是中国的第 11 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第 3 大贸易

伙伴，位居越南、马来西亚之后。2021 年中国是泰国的第 2 大直接投资来源地，

仅次于日本。 

1. 中国对泰国出口高速增长，商品类别高度互补 

2010 年 1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

超过 7000 种产品关税，90%以上商品实现零关税，帮助中国和泰国之间的贸易实

现更通畅的发展。2010-2021 年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从 198 亿美元增长至 694 亿美

元，年均增速 12.1%，比中国同期出口年均增速 7.1%高出 5 个百分点，从泰国进

口从 332 亿美元增长至 617 亿美元，年均增速 5.8%，和中国同期进口年均增速

6.1%基本持平。2020 年开始，中国与泰国之间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 

 
图 17： 2010-2021 年中国与泰国出口/进口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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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泰国在贸易商品结构上高度互补，主要产品类别的顺差/逆差规模持续

扩大。泰国在初级产品的农业原料、食品、化学制品以及燃料的产品类别保持对

中国的顺差，顺差最大的子类包括天然橡胶(包括合成和再生)，初级形状塑料，

蔬菜和水果，软木和木制品，有机化工产品等。中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其他制

成品、矿石和金属的产品类别上保持对泰国持续顺差，顺差最大的子类包括电子

机械、设备和器械，通讯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金属制品，其他工业设

备和零件，办公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 

 

图 18： 2016-2021 年中国与泰国主要产品类别的贸易余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 

2. 泰国 4.0 和生物、循环、绿色产业是重点鼓励方向 

在东南亚地区，泰国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第 3 档次目的地，新加坡和印度

尼西亚是前两位的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以来，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

规模超过了泰国。如前所述，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项目申请是外国直接投资

进入泰国的主要方式，中国申请 BOI 的项目 2017 至 2019 年呈现快速增长，中国

自 2020 年起成为获得 BOI 批准项目数第二多的投资来源国，获批的投资总金额也

稳居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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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03-2021 年中国向东南亚六国的海外投资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CEIC。 

 
图 20： 2015-2021 年中国获泰国 BOI 批准的分行业投资额               单位：亿泰铢  

数据来源：BOI。 

“泰国 4.0”范围内的 12 个行业（智能汽车；智能电子；先进农业和生物技

术；食品加工；旅游；先进机器人和自动化；数字技术；综合航空；医疗中心和全

面保健服务）和“生物、循环、绿色”产业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着重鼓励 FD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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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金属产品和机械、电子和电器

产品、矿物和陶瓷、服务业、轻工业/纺织品等，其中，光伏、轮胎和新能源汽车行

业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去泰国投资的重点行业，也是泰国鼓励 FDI 的行业。 

欧美对于中国的光伏制造业的“双反调查”客观上推动中国光伏企业早在 2014

年就开始走向全球化供应链布局，而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推动绿色能源最积极的国

家，又在地理位置、土地征用和劳力成本方面具有投资优势。天合光能、中利腾晖

和英利等光伏企业相继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并辐射到东南亚、欧洲美国

以及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泰国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毋庸置疑的成为全球轮胎企业争相布局

的战略要地。中国排名第一的中策橡胶 2015年就在泰国创建了第一个海外汽车轮

胎生产基地，2022年三期项目基本建成后，年产量近 2000万套，产品销往东南亚、

欧洲、美国等地区。玲珑轮胎、森麒麟轮胎、双钱轮胎等大型企业也先后赴泰国投

资建设生产基地。 

作为地区汽车业制造中心的泰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机遇也有清晰的规

划：到 2030 年，泰国电动汽车产量预计将占汽车总产量的 30%，并且希望到 2035

年该国销售的每辆新能源汽车都在泰国国内生产，形成完备的产业链。中国的众多

车企纷纷将泰国做为在东南亚区域市场的战略基地，上汽名爵、长城汽车已先后在

泰国投资建厂，2022 年 9 月比亚迪也宣布将在泰国建设电动汽车工厂，计划年产

量达 15 万辆。APEC 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选择长城汽车的哈弗 H6 作为

会议官方指定用车，该车型是长城汽车在泰国本地生产并推出的首款新能源车型。 

3. 中国是泰国旅游复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2023 年及之后泰国旅游业复苏的表现，中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冠疫情

影响，2021 年泰国的国际旅游收入 7.1 亿美元仅为 2019 年 615.7 亿美元的 1.2%。

疫情之前，2019 年中国是泰国第一大国际游客来源地，泰国全年接待国际游客 3987

万人，其中中国游客 1099.7 万人占 27.6%，东盟游客 1069.4 万人占 26.8%。2021

年泰国接待的中国游客 1.3 万人，仅为 2019 年的 1.2‰ 

中国在 2022 年年底逐步开放国门，2023 年有望陆续放宽国际旅行限制，恢复

和增加国际航班，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重启在望。泰国旅游局根据对马来西亚、印度、

越南、日本、韩国等赴泰旅游人数预估，预测 2023 年入境国际旅客人数 1800 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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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同时为中国开放出境游做好准备，如果中方解除新冠清零政策恢复出境游，入

境国际旅客人数则有希望达到 3000 万人。同时旅游局预计泰国水、陆、空运力恢

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的 80%，旅游总收入达到 2019 年旅游总收入的 80%。 

 
图 21： 2011-2019 年泰国的国际游客来源地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CEIC。 

 
图 22： 2011-2019 年泰国的国际游客（按国籍划分）收入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泰国旅游和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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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泰国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外向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占比达到

60%，由于服务业受疫情影响程度更大，泰国经济 2021 年 GDP 增速仅为 1.3%，

受旅游业复苏超预期推动 2022 年 GDP 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展望 2023 年泰国

有望实现十年内最快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国际旅游收入的复苏，而中国正

是泰国旅游复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贸易对于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持续提升。泰国在食品和农业原料方面的比

较优势突出，在农业相关的资源型制成品、汽车和部分电子与电器产品方面也具备

比较优势。APEC 是泰国主要的贸易辐射区域，中国、日本和美国是泰国排名前三

位贸易伙伴，2019 年以来泰国向美国出口增长超过了向中国出口。 

泰国政府积极调整优惠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以鼓励新增外国直接投资。泰国

的 FDI 流入情况在东南亚六国中排名第 5 位，泰国 FDI 存量仅次于新加坡处于东

南亚区域内第二位，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近年来吸引 FDI 规模超过泰国。2019 年开

始，中国稳居泰国 FDI 流入的前三名位置。 

泰国 GDP 增长的表现 2010-2021 期间表现不尽如人意，最主要的原因是净出

口负贡献和投资增速下降。作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位 FDI 来源国，中国

与泰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于泰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和泰国在贸易

商品结构上高度优势互补，泰国出口到中国的农业原料和食品顺差连年上升，中国

出口泰国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其他制成品顺差也持续扩大。 

泰国在汽车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方面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先国家，“泰国 4.0”范

围内的 12 个行业和“生物、循环、绿色”产业也是泰国投资促进协会重点鼓励 FDI

的方向。光伏、轮胎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建厂已经初见成效，

通过泰国的生产基地辐射亚太市场的运营方式也帮助中国制造加快拓展多元化的

海外市场。 

 

 

 

【声明】 本文版权为北大汇丰智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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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旨在整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各院属研究中心，统筹

协调资源，重点从事有关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金

融改革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发

展、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与合作等领域的实证分析

与政策研究，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平台。北大

汇丰智库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兼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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