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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泰国正因为地理位置接近，两国的关系被称为“中泰一家亲”。1975 年

以来，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仅促进了中国和泰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推动了

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建设。天然橡胶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同时也是泰国最重

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市场

是泰国，而中国也正是泰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出口市场，因此两国天然橡胶贸易关系十

分密切，双方互补依赖，两国天然橡胶合作领域日益渐深，但是在中泰双方天然橡胶

合作背景后，同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只要充分意识到现阶段以及未来对中国

与泰国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就能够合理的制定比较符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

可能性的对策建议，使得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得到最为充分的开发。为此，本文将

运用 PEST 分析法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四大部分内容进

行分析从总体上把握宏观环境，并评价这些因素对中泰产业合作的影响，以明确双边

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后根据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现实情况相结合为中

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发展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政府与政策的

支持；二是加强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促进双方天然橡胶科研水平的提升以及人才合

作；三是优化天然橡胶产品结构，促进天然橡胶产品的多元化的发展；四是扩大投资

与合作领域，改进了原本单纯的原材料进出口贸易模式。笔者希望本文章能够作为今

后的研究者以及对中泰天然橡胶有兴趣的人士的知识库，更希望作为中泰两国的政府

与相关企业对双边天然橡胶产业合作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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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and Thailand’s relationship is so-called “kith and kin” due to clos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not on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but also 
enhanc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tir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since 1975.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aterial of China, natural rubber is also one of Thailand's most important 
export products; serving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th countries. China's 
largest natural rubber import market is Thailand, and China is Thailand's largest natural 
rubber export market. Therefore, the natural rubber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very frequent, complementing and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The field in natural 
rubb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rofound; thus, 
what a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 and Thailand’s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collabor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use PEST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ustainability of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collabor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Keywords : China, Thailand, Natural Rubber,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ffecting Factors 
 

一、引言 

 根据中泰天然橡胶贸易互补性的情况下，中国与泰国天然橡胶具有很强的贸易

互补性，双方的合作潜力巨大。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有限，所以难以实现较大幅

度的发展。与泰国相比，由于泰国是全球最大的产胶国，拥有优越的天然橡胶种植条

件，而且该产业发展时间较长，所以该产品技术较为成熟。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由

于中国轮胎需要大量使用标准胶和烟片胶来生产轮胎，而中国自己生产的天然橡胶还

没有达到质量的一致性，因此中国仍需要进口大量的这几类天然橡胶品种来满足国内

的需求。中国面对国内天然橡胶需求的增多，但国内难以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导致

中国天然橡胶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对中国来说要想满足国内天然橡胶需求，同时

保证国内天然橡胶的安全就需要积极寻找与最大产胶国在天然橡胶开展合作领域，而

从目前来看，泰国就是全球最大的产胶国，由此需要挖掘中国与泰国天然橡胶产业合

作领域存在的潜力。但是在双方合作背后，同时也会隐藏着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只要

充分意识到现阶段以及未来对中国与泰国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有利因素，同时也要意

识到可能产生或已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因素，这样就能更加客观、合理的制定比较符

合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的对策建议，使得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得到最为充分的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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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采用宏观环境分析方法，即 PEST 分析法，通过四大部分内容进行分析从

总体上把握宏观环境，并评价这些因素对中泰产业合作的影响。 

 PEST 分析法是由 P—Politic，为政治环境因素；E—Economic 为经济环境因

素；S—Social 为社会环境因素；T—Technology 为技术环境因素四大部分组成的。由

于天然橡胶产业是属于一国战略物资的特殊地位，它关系到一国经济、政治、技术、

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于这四大层次的宏观环

境中。具体分析影响中泰产业合作的因素如下： 

 （一）政治环境影响因素 

 政治环境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政策方面。农业

政策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产生最为直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泰两国出台的天然橡胶相

关政策将反映一国对东道国产业的一种对外态度。 

 中泰关系一直以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 1975 年中泰正式建议外交关系以

来，中泰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互动合作关系。

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往来等越来越频繁，都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为中泰两

国经济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2010 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极大程度促进了中国与泰国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领域都开展全面的合作。中国与泰国一直维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无论是中

国还是泰国均获得正面的影响意义。而在中泰政治关系友好的基础上将全面推进两国

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而天然橡胶产业也是中泰良好政治关系收益的领域之一。 

 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的协定下，泰国天然橡胶产品已实现零关

税，如复合橡胶种类的关税已为零。泰国作为东盟—中国自贸区的成员国之一，所以

泰国对中国出口橡胶仍比其他国家（东盟以外）更有优势，尤其是对复合橡胶的产品

出口已能够实现零关税。 

 除此之外，从泰国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泰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国

和出口国，因此泰国也对天然橡胶产业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其主要措施如下：首先

是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泰国为了鼓励和支持天然橡胶种植产业，因此泰国政府制定从

天然橡胶出口的过程进行征收 CESS 税收（ Centre for Experimental Social 

Sciences）。该税费主要用来建立天然橡胶更新的补助基金，所收来的税费主要是为一

些生产量较少的胶园更新新的天然橡胶种植，以便能够提高天然橡胶的产量和新的种

植，该出口税费的提取能够为胶园的科研及管理发挥稳定性的作用。其次，为了避免

国际橡胶价格大幅下跌时对泰国天然橡胶造成损失，由此泰国政府实施了天然橡胶指

导收购的政策以用来保护泰国国内橡胶农民的利益。另外，还实行了橡胶科研投入的

相关措施，而其资金补助就是来源于财政拔款，一吨的天然橡胶出口量，政府将要从

出口中提取 0.9泰铢，以用于天然橡胶优良品种的培养和研发新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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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由于天然橡胶是中国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为了保护本国

的天然橡胶产品，中国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在 2007 年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的意见》，该内容指出天然橡胶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原材

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天然橡胶产业的鼓励和支持。由于中国天

然橡胶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对天然橡胶实施关税保护，并将部分

天然橡胶种类，包括烟片胶、标准胶天然胶乳等产品列入在敏感产品的单子上，未作

出零关税的承诺。但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后，中国对东盟天然橡胶生产

国实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政策，其相关政策为关税政策。从 2002 年之前中国天然橡胶

进口关税为 25%；2002 至 2007 年其进口关税为 20%；2007 年至 2009 年开始实施选择

税，以低计征关税为标准；2010 年至今继续实施选择税，并调低从量计征的税额标

准。 

 

表 1 2016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关税情况 

品种 HS 编码 最惠国税

率 

暂定税率 东盟协定关

税 

 40010000 20% 选择税，10%或 720元/

吨 

- 

 40012100 20% 选择税，20%或 1600元/

吨 

- 

天然橡胶 40012200 20% 选择税，20%或 2000元/

吨 

- 

 40012900 20% - - 

 40013000 20% - 12% 

资料来源：橡胶技术网整理得来 

 

 此外，从中泰合作政策来看，根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泰铁路合作，泰国

借助此机会与中国签署天然橡胶合作协议，该协议是保证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

将从泰国进口天然橡胶，特别是标准胶的进口，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天然橡胶具有友

好的合作关系。由此证明政策将会对中泰两国开展产业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经济环境影响因素 

 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来自经济要素。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最

常见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动态性的环境因素，只要全球经济发生动态变化，一国

产业也将随之受到影响。如：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制造产

业，包括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导致汽车制造业放缓，天

然橡胶需求随着下滑，从而使天然橡胶价格大幅下跌，橡胶价格从 2008 年的 86.55 泰

铢/公斤，下降到 2009 年的 65.51 泰铢/公斤。接着在 2014-2015 年期间由于美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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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等大国经济不景气，使得整个全球经济放缓，而且中国作为天然橡胶消费大国，在

此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也同样缓慢，尤其是汽车制造业，从而影响天然橡胶贸易受到较

大的打击，最终导致 2015 年年底橡胶价格下跌到一公斤 54 泰铢。而至今由于全球经

济有所回升，因此天然橡胶价格也有所提高，2016 年天然橡胶价格提高到一公斤 64

泰铢。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变化对中泰天然橡胶贸易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从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角度来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国民收入

水平、税率水平、市场需求、价格变动等因素都是影响中泰天然橡胶开展产业合作的

不可忽视的要素。 

 第一、根据相关研究表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百分之一，该国天然橡胶

需求也随之增长约百分之一。由此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天然橡胶需求量具有相

关的关系。至今，由全球经济有所回升，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的同时，中国与泰国

GDP 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人均收入也稳步提高。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8123 美元，

与 2015 年同比增长 0.7%；而泰国人均 GDP 为 5908 美元，与 2015 年同比增长 1.6%，

可见中泰的人均 GDP 都在稳步提高，这意味着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由

于 GDP 的增长，天然橡胶需求也随之增加。2016 年全球天然橡胶主要消费国的消费水

平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中国作为天然橡胶最大的消费国对天然橡胶消费量也

在逐步增加，其天然橡胶消费量从 2015 年的 468 万吨，到了 2016 年其消费量达 489

万吨，同比增长 4.62%。这一点反应了在未来几年天然橡胶产业将会进一步扩大，该

需求量也会逐步增高。 

 第二、税率要素也是影响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经济环境影响因素之一。由

于天然橡胶在中国是属于战略物资，中国的部分天然橡胶产品是属于敏感产品，而泰

国向中国出口的橡胶产品种类主要是乳胶、标准胶和烟片胶的出口量居多，此类产品

都属于敏感产品，所以税率较高，根据中国关税的政策，2016 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的

税率为 20%。所以说虽然中泰具有友好的贸易往来，但是在经济往来情况下仍存在较

多的局限性，从而制约了中泰天然橡胶贸易的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泰国

天然橡胶在中国开拓市场的顺利进行。而这种制约就是中国天然橡胶的进口关税所造

成的。2016 年泰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天然橡胶品种为标准胶、天然胶乳和烟片胶三种

类，其出口量分别为 107.6 万吨、37.32 万吨和 14.54 万吨。泰国对中国出口的这些

产品都属于敏感产品，其进口税率为 20%。由于中国对泰国天然橡胶进口征收较高的

关税，因此导致中泰在高关税的情况下进行天然橡胶贸易，最终对两国产生不利影

响。首先是使两国天然橡胶贸易成本增加，尤其是从泰国的角度来说，由于泰国天然

橡胶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泰国在中国天然橡胶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步丧失；从中

国的角度来说，这种高关税会影响中国企业天然橡胶进口成本的增高，导致天然橡胶

进口量需求较大的中国企业受到不利的影响。尽管中国征收高关税能够保护中国国内

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然而，在中国天然橡胶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将会加重

中国天然橡胶需求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甚至制约了橡胶产业的发展。虽然从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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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国对天然橡胶进出口关税进行一些调整，对天然橡胶实施选择税，并调低从量

计征的税额标准，但是该进口关税壁垒仍是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展开合作的局限性。 

 第三、市场供需要素。天然橡胶需求量和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工业

化的发展会增加天然橡胶的需求。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

天然橡胶也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汽车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天然橡胶的需

求不断增高，而为了满足日益增高的需求就必须依赖进口为主。如第三章中所提到，

目前在全球天然橡胶的主要生产国有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因此天然橡胶的

主要出口国也就是这四个国家。而中国是全球天然橡胶最大的消费国和最大的进口

国，但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天然橡胶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导致中国天然橡胶出现供

不应求的状态，所以需要依赖国外进口。中国天然橡胶消费量从 2001 年的 133 万吨增

长到 2016 年的 489 万吨，其增长高达 268%。而中国天然橡胶产量，年均产量却不到

70 万吨，因此说明中国对天然橡胶有巨大的需求，橡胶产量供不应求。而泰国正是中

国天然橡胶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自从 2005 年起，中国从泰国进口天然橡胶量都在逐步

增加，从 2005 年的 60 万吨，到了 2015 年其进口量为 180 万吨。可以说中泰两国在天

然橡胶贸易具有很好的合作关系。由此证明，中国天然橡胶需求量的增加，也随之影

响着泰国天然橡胶出口量逐步增加，尤其是对中国天然橡胶的出口。中国目前仍是泰

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出口目的国。中国对泰国天然橡胶的进口依赖程度非常高。中国汽

车产业发展的高峰期，推动天然橡胶需求量大幅增加，从而也提高了天然橡胶价格的

上涨。特别是在 2004 年至 2011 年期间，由于天然橡胶价格的上涨，所以激发了胶农

扩大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尤其是亚洲地区，至此以后，天然橡胶库存量不断增多，全

球天然橡胶产业呈现供过于求的现象。2012 年之后，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中国汽

车制造业也受到一定的打击，最终使得整个全球天然橡胶需求也放缓。而天然橡胶是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国最主要的原料，汽车制造业发展放慢，也会导致天然

橡胶需求缓慢增长，并使其价格随之降低。 

 另外，导致天然橡胶需求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使用合成橡胶的产量越来越多，而

且该产品的成本与天然橡胶相比相对较低廉，因此使得合成橡逐步成为天然橡胶的代

替品。由于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如汽车轮胎、橡胶手套等产品（两种产品合起来是

全球天然橡胶使用量的 83%）对合成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多，使得合成橡胶的使用量

高于天然橡胶的使用量（详细如图 5.3 所显示），合成橡胶日益成为该两种产品制造的

重要原料，该原因也影响着天然橡胶价格下跌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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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全球 NR和 SR 使用量的对比 

  

 虽然 2015 年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但中国还面临着天然橡胶库存量过多的情

况，同时也因受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造成天然橡胶价格更难回升，因此使得中国对

天然橡胶的需求的增长放缓。而泰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当中国减少天

然橡胶进口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泰国对中国天然橡胶的出口。2016 年全球经

济有所回升，尤其是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经济大国，以及因天然橡胶生产放

缓，使得全球天然橡胶库存量过大的问题逐步减少。 

 第四、价格变动要素。影响天然橡胶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天然橡胶的

供求情况。如综上所述，天然橡胶的供需不平衡将导致天然橡胶价格波动不稳。天然

橡胶是属于工业制造的重要原料，所以其价格的波动与经济环境大大相关。在全球经

济快速发展时，工业化也在不断发展，此时天然橡胶需求就会随之增加，从而推动天

然橡胶价格的上升。与之相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需求量不足，就会对天然橡胶

需求减少，从而使其价格降低。 

 天然橡胶消费量最多的工业出现在汽车制造工业上，大约占天然橡胶总消费量

的 65%，而且汽车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轮胎产业的进步，因此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影

响天然橡胶价格的波动。中国作为汽车制造业大国，由于中国国内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使得中国对天然橡胶需求量一年比一年增多，截止 2016 年中国汽车产量高达

2811万辆，与 2015年相比其增长率为 14.5%。从中国的汽车产量来看可以发现，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很快， 但国内天然橡胶量仍未能满足其需求，因此为了维持汽车生产量

的持续性，中国需要从天然橡胶生产国进口，而其中泰国是天然橡胶生产大国，中国

天然橡胶进口主要依赖泰国进口为主，因此促进了泰国橡胶的出口的发展，从而也推

动了国际橡胶价格的上升。 

 总之，在天然橡胶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与泰国需要以合理的方式来防止

经济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以便保证天然橡胶贸易的顺利进行。泰国政府适当的制定不

同橡胶生产和产出的计划，对天然橡胶生产量和出口量进行控制，以保证橡胶交易价

格的合理性以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中国政府为了降低橡胶价格的风险，采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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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对不同的汇率制度控制人民币汇率  

 （三）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值得注意的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政府

的信任程度、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消费习惯等因素。这些因素将会影响着天然橡胶

的种植情况、经营理念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影响着整个产业的发展。 

 首先要提到的是泰国政府的这种政局不稳的社会问题，政治风险较大，这一点

给中泰两国的天然橡胶贸易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泰国的政治问题，不管是南

部地区分裂、选举、军事暴力问题等都使得泰国政局动荡，而且目前尚无法排出该问

题的发生，从而影响了中国选择泰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最终将阻碍了中泰天然橡胶

合作的长足发展。 

 其次，中泰双方的文化背景。中国与泰国的文化比较接近。泰国人民的华人较

多，而华人本身与中国同属于东方文明体系。华商在中泰经贸往来的过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将会缩小原有的合作问题。 

 另外，人口也是影响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社会环境因素之一。天然橡胶作

为一种国家的重要产品，天然橡胶与该产品的消费基数的大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然橡胶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消费群体的多或

少。人口增长能够带来天然橡胶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将能够为中泰天然橡胶开展合

作的机遇。 

 

图 2 中-泰人口增长（单位：千人数） 

数据来源：FAOSTAT 

 

 除此之外，自然灾害、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自然环境因素，这因素都会降低

天然橡胶产量，加大供需不平衡，从而也导致价格的波动。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鼓

励和增加国内天然橡胶种植面积，但是由于中国地理、气候等条件的约束，所以难以

扩展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导致中国在天然橡胶的生产潜力有限，因此进口成为中国满

足国内天然橡胶需求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虽然泰国地理气候条件等都适合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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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的种植，但是天气变化以及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如 2001 年、2005 年和

2007 年泰国发生了虫害，以及近年来发生暴雨、暴风、洪水等自然灾害，部分天然橡

胶种植面积受到损害，导致当年泰国天然橡胶产量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自然条

件的要素会影响中泰天然橡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四）技术环境因素 

 技术环境也是影响天然橡胶合作发展的因素之一。技术环境主要是有关科学技

术水平及其发展方向，如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等。天然橡胶的技术环境主要是指

新橡胶产品品种、种植技术、防虫技术更替。技术环境对天然橡胶产业有较大的影

响，新技术的涌现，将会给行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例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

中国受自然环境条件的约束，所以中国需要提高单产技术，而单产技术最好的就离不

开世界产胶国的泰国，因此中国也可向泰国学习单产技术水平，并可与泰国开展天然

橡胶技术上的合作。中国天然橡胶种植与泰国相比均处于劣势，但中国也在搜索并不

断研究，逐步完善橡胶种植技术，最终提高了橡胶树的施肥精度，另外，由于中国割

胶时间比泰国短，因此为了弥补这个问题所导致产量不足的原因，中国组织专家合作

开展与研究田间试验，并制定了减刀浅割、增肥技术措施，改进中国割胶效率。从泰

国的角度来看，在天然橡胶技术研发方面，泰国具有较强的天然橡胶技术实力，目前

在泰国曼谷和宋卡都有专门负责橡胶栽培、橡胶加工、橡胶种植等研究中心，而且为

了向胶农提供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等建立了橡胶更新援助基金。 

 此外，在天然橡胶合作上，虽然中国实现“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开始在泰

国投资与合作，但中泰天然橡胶技术合作领域主要停留在经济结构和贸易交易，而在

技术领域合作尚未成熟，所以中泰天然橡胶合作潜力较大，特别是天然橡胶的下游产

业，如汽车轮胎、医疗用品（如安全套、手套等）等产业，泰国特别鼓励和支持对该

产业扩大投资，若中国和泰国天然橡胶下游产业进行投资与合作将会降低橡胶价格大

波动的风险。总之，中泰可利用自身的不同领域的橡胶技术优势形成技术上互补合作

模式。 

 

三、结论 

 根据对影响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与探讨，并通过利用宏

观环境分析方法，即 PEST 分析法，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

素、技术环境因素这四大部分内容进行分析，从总体上把握宏观环境，并具体评价这

些因素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影响。首先是政治因素方面：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农业政策方面。农业政策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产生最为直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泰

两国出台的天然橡胶相关政策将反映一国对东道国产业的一种对外态度；在经济因素

方面：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国民收入水平、税率水平、市场需求、价格变动

等因素都是影响中泰天然橡胶开展产业合作的不可忽视的要素；在社会文化因素方

面：主要表现在政府的信任程度、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消费习惯等因素。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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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影响着天然橡胶的种植情况、经营理念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影响着整个产业

的发展；在技术因素方面：技术环境对天然橡胶产业有较大的影响，新技术的涌现，

将会给行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由于技术领域合作尚未成熟，所以使中泰天然橡胶合

作潜力较大，特别是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如汽车轮胎、医疗用具、生活用品等，泰

国特别鼓励和支持对该产业扩大投资，若中国和泰国天然橡胶下游产业进行投资与合

作将会降低橡胶价格大波动的风险。总之，中泰可利用自身的不同领域的橡胶技术优

势形成技术上互补合作模式。 

 通过前文对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已表明中泰在天然橡胶产业

领域仍有着尚待进一步合作的发展空间。为了更好的加深中泰双方在天然橡胶领域的

合作，本文将根据影响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因素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中

泰两国天然橡胶的上中下游产业的合作，进一步完善整个天然橡胶产业链，并加深双

方的经济合作关系，具体如下： 

 （一）加强对政策的支持 

 促进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发展是离不开两国之间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与印尼、

马来西亚和越南相比，泰国天然橡胶种植历史更悠久，生产技术更加纯熟，而且也是

中国一直以来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2010 年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的建

立，为中国与泰国天然橡胶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中国橡胶企业“走出

去”，中国也利用了这个机会积极向泰国开展合作，所以说加强政策的支持将会有利

于双方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发展，就 ACFTA 自由贸易协议而言，中泰都属于 ACFTA 自

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使双方在货物贸易的关税也都降低，甚至实现了零关税，其中，

泰国复合橡胶已实现了零关税，但是对天然橡胶而言，由于天然橡胶是属于中国的敏

感产品，需要保护的产品，因此天然橡胶的最终税率不为零。正因如此，中泰应该充

分调整和制定双方橡胶贸易协议，推动中泰双方建立中-泰自由贸易区。由于中泰关系

具有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两国应该更加深化贸易关系，

通过制定双边贸易方案，以协议形式对关税进行规范化，对天然橡胶降低关税，甚至

取消关税，保证天然橡胶市场的开放性。不仅如此，中泰双方应该从本国的现实情况

出发，签订优势互补的相关协议，保证双方能够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贸易合作的发展，实现双方天然橡胶贸易互补双赢，共同把蛋糕做大，将天然橡

胶整个产业链发挥作用，为后期的自贸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促进双方利益

最大化。 

 （二）加强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 

 中泰双方都非常重视自身的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双方在天然橡胶研究方向不

同：中国主要是利用生物技术研究来开发新的橡胶品种；而泰国主要研究方向是侧重

于研究影响天然橡胶的地理因素，如橡胶植树保护、土壤保护等方向，可见两国的天

然橡胶存在着不同之处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中泰两国可通过这些差异性的存在，进

行天然橡胶种植技术的互补交流，互相学习各自的优点，这样将对两国天然橡胶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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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共同推动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此外，为了加强中泰的人才交流，应该加强人

才交流合作，以及积极推动两国之间的人员培训。而在此基础上，人才可在中泰两国

政府或企业之间相互学习，交流，调整专业技术人员、共同解决产业所面临生产、技

术等问题。例如：专门建立中泰天然橡胶产业合作机构，提供两国天然橡胶相关信息

的数据库，为中泰两国共同面对信息时代提供知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并能够解决中

泰天然橡胶交易中所存在的问题，促进两国经济和贸易合作向高层次发展。举办洽谈

会与天然橡胶相关的信息与传输、高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交流、项目介绍等

多种形式。这种洽谈会作为中泰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为中泰双方天然橡胶产

业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产品多元化使产品结构优化 

 由于泰国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使得泰国天然橡胶中游产

品约 80%以出口到国外为主，剩下的不到 20%用于国内消费，而泰国天然橡胶国内消费

量超过 60%以上用于下游产业中的轮胎工业，有大约 16%用在医疗工具领域。尽管泰国

在轮胎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受益于其作为大型采购来源地，但是泰国本土企业生产

高附加值或创新的轮胎产品有限，因此导致泰国天然橡胶下游产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正因如此，泰国应该促进天然橡胶的技术进步，提高

天然橡胶加工产品的质量，使其产品得到国际认可的标准，进一步培养和引进国外先

进的天然橡胶生产加工新技术，以减少天然橡胶加工成本以及提高天然橡胶的生产效

率，通过对天然橡胶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实现天然橡胶增值，优化产品结构，最终使

得天然橡胶产业收益的增加，同时泰国政府也应该鼓励外商在泰国轮胎工业、医疗工

具工业等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进行直接投资与合作，尤其是轮胎

工业，中国与泰国投资此领域也将会使双方从中受益，首先中国可避免美国的反倾

销，而选择泰国作为其出口生产基地；泰国也可获得中国资金的投入以及技术的创新

等方面的利益，双方都能获利。 

 （四）扩大投资与合作 

 中泰双方应扩大天然橡胶产业投资力度，尤其是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的合作，

让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最终实现橡胶产业链的建立来实现双方的合作。中国可合理

的增加对泰国的投资，以保证泰国天然橡胶规模的提升，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泰国有

大量的天然橡胶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原材料，销售规模通过不断的扩大的同时也能

够让生产成本逐年降低。当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建立橡胶生产加工厂，不但原材料成

本低廉，并且可以直接销售给当地的相关汽车产业，最终实现利益共享。我们都知道

泰国橡胶在全球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泰国作为橡胶出口大国，而中国是从泰国进口

橡胶的第一大来源国，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汽车业不断腾飞这就需要大量进口橡

胶原料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轮胎需求。由于泰国具有资源禀赋的特天独后的资源优势，

所以加强双方在相关产业的合作和投资，延伸价值链，能够极大程度的促进双边经济

的飞速发展，有效促进双方天然橡胶产业的合作，并能够进一步完善泰国天然橡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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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结构。此外，橡胶医疗用具，如手套、盐水注射器、医疗设备等也是泰国目前不

可忽视的天然橡胶下游产品，使用天然橡胶来生产出医疗相关用品是增加天然橡胶的

使用价值的最好选择，尤其是橡胶手套，其年均出口总额为 10亿美元，目前泰国橡胶

手套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由于泰国在该领域还缺乏资金、技术以及国际信任度较小

等问题，使泰国天然橡胶下游产业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作用。因此，需要不断寻找更多

的市场，并加强该产品质量，让这些产品获得国际所认可的标准，以便增加信任度，

同时也要吸引外商对天然橡胶的下游产业进行投资与合作，以完善天然橡胶的整个产

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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