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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re mentions to analyze and presenting to overall of economic possibilit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 impact with Thailand economic since the past to 
currently .It also including to commercial relative  the history and tren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future. Moreover, it will show to the way, direction, and problem also including 
to Thailand economic situation. 

Thailand and China has long time good relations. Present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classified to be Development country and there are a lot of support from 
China’s government to development and supporting in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es 
technology. Meanwhile, Thailand are developing country will try to be develop all of sector. 

This Article are mentions to economic of both country and reference to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ic and going out polic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upporting to Chinese 
investor to business outside country. Also including to Thailand4.0’s government policy and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of innovation (EECi). Thailand Government are support and 
expedite th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above policy to be real practice and need to 
see the success plan in near. 
The study of economic situation of both country. There are not only for realize to economic 
security but helpful and importance to Thai and China’s investor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and surrounding and economic potential and trend to development skill to world 
class. 
 
Keywords :  One belt one road, Going out policy, Economic, Thailand4.0  

 

摘要 
    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及介绍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对泰国经济的影响，从过去

直到现在，包含贸易方面的往来关系，历史方面，以及在未来双方国家的经济趋势或

方向，以上，是为了能够让读者看到泰国经济方向、存在的问题，而在未来会有什么

样的变化。 

    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中国和泰国一直以来都拥有良好的密切关系，双方国家也持续

发展关系，而目前，中国可说是已发展的国家，同时也是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技术

方面、产业方面、创新方面，还包括教育，都是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而同时

泰国可说是在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开始发展人力资源，以及需要邻近国家的协助。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将说明中国和泰国的经济状况，并且会利用中国政府注重的

一带一路政策 (One Belt One Road)、走出去战略来推动中国人民到国外投资及扩展

业务作为参考，还包括泰国政府的泰国4.0政策和东部经济走廊，是泰国政府为了推动

泰国进入科技和更多产业的时代。 

关于研究中国和泰国的经济状况，不仅会只重视经济稳定的方面而已，还能帮助及

对双方国家的企业有利，能加强双方的认知，将注重个别的环境和潜力，包括能加强

个别的竞争能力，直到能进入世界舞台。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策；走出去策略；经济；泰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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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为了研究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情况，为了能

够使泰国政府能够作为参考，并且学习运用能让泰国经济也能跟随中国的经济发展。 

若提到发展明显的国家，每个人会同时说到“中国”，至从中国开放以后，成为有权

力的国家，包含各方面的发展及进化，还分散至不同的国家投资，使中国成为亚洲最

大的市场，以及可以与其他国家竞争。同时泰国还属于正在发展中国家，有泰国4.0政

策的目标，要成功达到目标，泰国必须学习中国的策略及方式，并且适当运用。 

     在过去，中国为持续在泰国进行投资的外商国家，以及为外商在泰投资排名前

十名的国家，中国投资者在泰国的投资多数的目的是利用泰国成为生产基地以出口产

品，还有分散风险，并且会与政府项目合作，以上为了能使泰国得到最高的利益，泰

国政府应建立能够转移技术的环境，以及鼓励能够增加价值的投资项目，包括追踪关

于中国投资者来泰国投资会发生的风险。 

    目前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迅速成长及发展的国家之一，无论是教育、科

技、产业，包括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很迅速。中国之前的经济还并不是很发

达，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改革，变得更加开放，开始与各国有

密切的贸易往来，而泰国也包含在内，说实话，从汉朝以来中国与泰国都有密切的贸

易关系，目前泰国与中国已经建交了大概40周年，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成熟，进入

了更加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泰

国使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四大贸易伙伴。[1]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泰国拥有很多华人血统居住，尤其是泰国的北部，是因

为泰国北部的地理环境拥有湄公河，是泰国主要的河流，能连接老挝、越南及缅甸，

而且还是泰国和中国贸易往来主要的通路，我们可以称这个区域为金三角，使中国和

泰国一直以来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中国的经济成长为什么能够持续跳跃成长，接

下来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如果整体状况来看，中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大约有好几千年，充满了文明

精神、文化一代传一代，，以及人们也分散在各个国内和国外区域，上面有说明，泰

国的华人血统也很多，可以说是能够促进泰国经济成长的优势之一。过去几年，中国

政府开始重视国内的科技发展和投资资金，所以持续推动及促进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

的政策，而泰国也不例外，由于泰国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很紧密，并且拥有适合

的地理环境，而且还是东协国家的中心点，中国持续发展国内人力及劳动力水平，目

前中国开放国家不只使国外的投资者进入，中国政府还鼓励中国投资者到其他国家投

资，或是大家都熟悉的政策，也就是走出去战略（Going Out Policy），该政策其实

在2000年就已经公告，可以简单地说是支持中国投资者到国外投资，为了能扩大国外

的投资，并且是中国执行该政策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环境改变，例如：纺织业、机器以

及电子业生产超出需求，所以必须以低价大量出口，以及需要面对很多与税务无关的

措施，所以中国政府开始推动中国企业进入目标国家，来减少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相

关争议的问题，还能扩大中国的市场，减少中国国内部竞争的现象，还能帮助及提升

中国国内的工业结构，以制造地外移的方式来增强国内的竞争力，使制造能更有效率

及减少成本，包括可以建造国家的潜在力。 

而中国在泰国投资的情形符合走出去战略，同时泰国政府也支持投资农业、纺

织业、食品制造业、汽车工业、重工业、金属、机台、建筑材料、运输、食品工业以

及食品加工业，中国有意到泰国的投资的原因是市场、资源及原物料、地点、优惠措

施等，由于泰国的制造及劳工成本比中国海岸线地区的便宜，包括提供对于税务和非

                                                           
[1]

 中泰合作共建“一带一路”，201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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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的优惠能够支持及吸引中国投资者来泰投资。除此之外还有“一带一路”的政策

或泰国称为“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 是由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的领导，支持新市场的贸易战略，

是中国近几年开始实施的重要发展战略，为了链接各个国家，不只有泰国而已，还有

其他路线连接更多的贸易往来国家。从2013年9月开始进行，为中国大陆商务与文化交

流的途径。目标是为了连接全球64个国家，包含45亿人口，GDP为23兆美元是全球的百

分之30。目前中国大陆政府把从前的丝绸之路的观念来使用，为了发展经济及建立中

国大陆与世界各国良好关系。 

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调整先前的丝绸之路以符合21世纪的社会环境，

主要建立了2条交通路线，1）路上的丝绸之路，包括以前通过亚洲中部、西部、东部

及欧洲，以及新的东南部及南部。利用基础建设的发展，促进良好的经济，文化交流

和扩大区域的商务2）海上的丝绸之路，为新的路径连接靠近海域的国家，例如：东南

亚、大洋洲、北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促进各项合作包含投资。 

“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方向；1）连接区域基础建设系统2）密切的经济往来3）发

展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的资金4）加强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的良好关系。 

“一带一路”的计划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推动投资国外的重要，特别是区域连接的计

划，建立了新的基金为了支持这项计划，也得到了大企业及各个机构的支持，并公布

将协助增加该计划的投资金额。若“一带一路”顺利完成，中国的私人部门对于该计

划的设计发展和执行将会得到利益，特别是那些在一带一路临近国家投资的企业，连

接的增加会建造中国的新出口市场，同时也提供了中国能够进入更多的自然资源和能

源需求，除了能够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权力外，这个计划也增加了中国的机会，像

是出口科技及劳动力。 

从“一带一路”开启后这些组织建立了新的资金及政府的资金资源，很多资金的成

立是为了只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执行，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丝绸之路资金，中国政

府还公告说有计划扩大项目资金来协助其他国家，重视支持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交

通、能源及传媒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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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泰国促进委员会网: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Major Countries 

Statistics) 

根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统计表来说，泰国与中国大陆从来都有良好及密切的关

系，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中国大陆算是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泰国政府特别重

视国家发展至最高科技以进入泰国4.0，旨在驱动泰国经济发展以进入21世纪的经济形

势，能发展科技技术及目标产业的创新。而泰国的政策将会和一带一路共同进行也就

是泰国4.0，会符合Made in China 2025的策略，注重高科技的生产和创新产品，中国

未来的10各产业，可说是发展制造业创新的策略，利用传媒科技结合产业，将使中国

的产品品牌对国外的市场有更大的信任程度。同时中国大陆也正在扩展贸易至泰国，

是因为泰国为东南亚贸易中心，若在泰国投资，中国将会有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双

方可以共同合作策略。 

 

说起泰国 

泰国的部分，可说是在发展中的国家，泰国的经济本来是农业社会，人民主要以农

务为生，从事耕田畜牧、生活朴素，可说是农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农产品是外贸出

口的主要产品之一，对于泰国主要的农产品可分别为水稻、橡胶、木薯、玉米、甘

肃、热带水果等。当时的商业社会还没有那么突出，与现代的经济有很大的差异，目

前是利用各种科技发展，而中国看重泰国为生产及出口的重要国家，进而平凡至泰国

投资，不仅对泰国有利能增加泰国的投资金额，还能对投资者自己的企业制造更多的

收入，所以泰国和中国都能双方获得很大的利益。 

泰国总理巴育现在有经济发展政策为泰国4.0，为泰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或政府经济发

展的模式，希望泰国能够稳健、富有以及永续，而回到以前，很少人知道其实泰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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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拥有泰国1.0，当时为农业时代，人民主要从事农务业。再来是泰国2.0，轻工业时

代，使用现有的成本从事国内工业，人民开始有潜力及知识教育。接下来是泰国3.0，

重工业时代，使用国外的成本投资工业，以及重视出口，这个时代泰国算是中等收入

国家并且超过20年，以及需要依靠国外的技术和成本。 

而现在泰国推动的是泰国4.0政策，利用创新推动和目前泰国所拥有的趋势，例如：

生态的多样化和创新的多样化。农业4.0为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农业的转换，主要以技术

作为管理，第一阶段是从农业方面开始发展，农民必须跟上技术的发展，以及英文和

第三语言的学习，而且泰国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像是青年直到企业的发展，除了拥

有英文的专业还需要有第三语言的专业，例如：中文、日文、汉语，一直到必须学习

新的创新技术，为了能够协助进行贸易的便利以及产品买卖，和其他金融交易等，必

须能够更便利化，是为了能够吸引投资者和观光客进入泰国，而且还能建立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投资者和观光客的信任程度，若在他们进入泰国的时候，泰国能够跟上上面

所说的创新和技术的贸易和投资方式，可以相信泰国的经济在未来能够更加进步。 

对于“一带一路”政策，对泰国来说一定会受到庞大的影响，不管是经济方面、社

会方面以及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利益。由21世纪的丝绸之路可见，陆上或水上的贸易

路线不会通过泰国，但若连接东南亚区，泰国的地理位置会位于东南亚区的中心点，

所以“一带一路”政策对泰国的影响是间接的。中国大陆注重于东南亚区域的基础建

设系统发展以及根据丝绸之路连接各个港口，而同时泰国是东南亚的中心，所以能借

此成为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包含其他区域的运输交通中心和货物分散中心。 

对于海上贸易，中国大陆只有一面临近海岸，所以利用海上的丝绸之路维护自己海

上贸易的路线，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例如；越南和菲律宾，但是他们不太赞同中国大

陆的海上丝绸之路，而泰国属于东南亚重要的区域之一。这是泰国的机会能与中国大

陆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 

根据上面已经提出，泰国属于海运路线的一个部分区域，中国和泰国的合作一直以

来都很顺利，像是中国的旅客大多数都选择到泰国旅游，与泰国合作的一带一路政策

结构，中国注重大型的项目、泰国的双轨铁路，而且曾经有足够的计划，还没有得到

明确的结论，直到去年的时候泰国和中国已经正式签订合作内容。 

关于中国与泰国建设双轨铁路的合作，在中国是相当知名的话题，中国的媒体和政

府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因为能够使中国能往南相连接至新加坡，中国认为火车连接项

目能够带给中国及邻近国家很大的帮助和利益，能够使东南亚地区更加繁荣，以及帮

助贫穷的人民解脱困难，而且中国还可以更便利的与东南亚的国家连接和保持良好的

关系，泰国和中国关于一带一路政策中的双轨铁路建造项目，能够使泰国获得利益的

其中项目之一。 

中国大陆建立亚投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对泰

国的正面影响，会增加资金的投入，还推动人民币为国际贸易中主要使用的货币，使

泰国的货币市场多样化，能减少货币市场的成本与风险，若人民币能成为国际通用货

币，对泰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泰国必须考量这一次的变更。 

泰国和中国的国籍与文化非常相近，所以这对泰国的产业也要相当正面的影响，例

如；旅游和旅游相关产业，电影产业，娱乐产业，教育等，尤其是泰国的教育方面，

中国大陆推动国内人民至外国升学，给予大都市的人民能享有这个机会，毕业后回国

工作而泰国算是中国人民选择至外求学最多的国家。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不仅拥有这两条政策，他们还有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例如：

减少市场的房屋居住所、减少债务、减少产业生产劳动力、减少企业劳动力，包括依

照Inter Plus 及Made in China 2025策略推动国家，中国政府将利用市场机制分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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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并且支持私人企业创造创新产业，以及是国内经济能连接世界经济，从此可见，

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国家，不只会发展国内经济，同时还会推动国外经济的

成长。  

中国到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变化使亚洲地区的贸易及投资有很大的影响，在2015

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共有百分之七十，中国在东南亚投资主要的产业为：制造

业、金融业、服务业、建筑业，包括农业、林木业、渔业，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也

得到了2013年公布的“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政策的利益，主要是连接路上贸

易及海上贸易，这个政策是中国投资额迅速增加，使中国投资基础建设，例如；能

源、运输及物流，特别是铁路及港口，而且应该能得到中国的支持，例如：资金来

源、制造、设备及建筑相关服务。 

说实话，从前以来中国是于1980年开始进入泰国投资，虽然那时候两国之间还拥有

相关政治限制的条件，但因为泰国与中国的贸易及外交关系很相近，所以使双方进行

投资，可说是泰国是先进入中国投资，然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泰国投资。对于中国第一

阶段进入泰国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有持续增加，中国的主要目标是需要在泰国扩展市

场，并不是生产及出口，根据泰国投资委员会的资料，中国2005年在泰国的投资总共

有161个项目，投资额为315亿泰铢，投资关于化学及造纸业，投资额74亿泰铢，接下

来是产业及纺织金属及机台、农业食品加工、矿业及陶瓷、服务业以及电子电器业，

除此之外，中国公司进入投资营造业、水利业、大桥、港口、钢铁制造工厂、化学制

造工厂、纺织制造工厂、住所、不动产以及大众运输系统，在泰国投资多数为中小型

的项目，投资额不超过5亿泰铢但是最高的投资额项目为工业，投资额为78.83亿泰

铢，而后续在泰国的投资，中国的目标是为了在泰国出售产品及于东南亚出口，并且

是根据中国和东协自由贸易的利益为基准。 

目前中国进入泰国投资一直都有在增加，而发展的阶段可以从各类别的投资产业来

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06年到2008年，多数的投资都属于制造业，例

如；电器制造和纺织制造业，第二阶段是在2009年到2012年，多数为金融业的投资，

是为了便利提供来自中国各类企业的金融服务，而且持续有公司合并及增资的状况，

第三阶段是在2013年到2016年，投资的类别开始分散在各种企业及各种规模，不管是

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及金融业等，并且在未来中国有兴趣在泰国设立研发中

心，为了扩大在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的市场，包括会与泰国政府提供投资优惠

的经济区域进行投资。 

    同时，泰国政府也有目标发展国家进入“泰国4.0” ，旨在驱动泰国经济发展以

进入21世纪的经济形势，能发展科技技术及目标产业的创新。所以他们推动泰国东部

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计划，希望在未来20年泰国能真正进

入高科技发展之国家；东部经济走廊旨在提升泰国国内产业的水准以增强国家竞争

力，能使经济持续发展，而初期会于3个地区进行发展，分别为春武里府、北柳府及罗

勇府，提供优惠措施，吸引具先进技术及创新企业投资，已发展新一代汽车智慧电

子、健康照护机观光、新一代食品、生质能源及生物化学、自动设备及机器人、航

空、生物科技及农业，数位经济及医疗中心等目标产业，为泰国经济带来成长的新契

机，这将使泰国能持续推动国内经济，能增强竞争潜力，国内业者能够与其他国家竞

争，以上泰国政府认为可以效仿中国政策及方式，使泰国能够顺利达成泰国4.0的目

标。 

当中国有投资泰国的政策，包括在泰国分散中国产品的品牌、中国艺术、语言及文

化，可说是中国跨国投资的状况在泰国会持续增长，这是泰国的机会及挑战，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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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依据外交、政治及经济，包括国际之间的外在因素也可能影响泰国和中国的关系

以及中国在泰国的投资必须对中国和泰国都是有利益的，包含稳定、政治、经济。 

关于泰国与中国进行合作之间，当然不会避免障碍，但是每次遇到困难的状况，双

方都会有良好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些状况来说，一定不会影响到中泰的

密切关系。我们就是一般的人民，只能希望泰国未来5年之内，将会依据中泰执行合

作策略第3版，使泰国能够持续与中国共同协助，例如：政治方面合作、贸易及投资

方面的稳定以及食品加工方面等。 

对本人来说，对于中国政府与泰国政府有机会建交，可说是对两国之间都有好处，

因为双方拥有合作发展的目的以及互相信任和配合，而且中国也希望泰国的政治能够

稳定、经济发展，以及能够支持泰国的经济发展，并且相信人民的力量将能够促进双

方的稳健发展。 

无论如何，中国可说是泰国重要的出口国家，包含中国旅客至泰国旅行每年不少于

1000万人，这个人数是中国旅客每年至国外旅行至少1亿3千人之中的一部分，为全球

增加旅游的价值大约每年5兆美金。 

对于中国和泰国目前的关系，如果泰国可以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连接的桥梁，对泰

国未来的经济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且目前中国的政策对国外的投资者是很友善

的，所以泰国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得到更多的利益。 

本人认为中国有常的积极和主动，若泰国重视上述所介绍的经济政策，因为中国现

在推动进入世界的舞台，泰国正在建造自己成为东南亚各个方面的中心据点（Hub of 

ASEAN），所以泰国要使用国外的政策和想法，与一带一路政策合作，应该是非常好

的，而且可能会有很多机会等待，无论如何，各种合作都必须考虑完善，有明确的目

标，以及属于泰国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才能共同达到双赢。 

现今的经济状况 

2008年的金融风暴，世界经济开始持续成长到现在已经长达10年，可说是第二个最

长的成长阶段，对于目前世界的经济，人们必须紧密关注，尤其是2019年的经济很有

可能会缓慢，但是对泰国来说，预估经济状况也会持续成长，由于泰国的经济基本上

还算是不错，货币膨胀率低、失业率低、政府债务状况低以及国家的预算超出标准，

而且还能得到世界经济的利益，主要的推动是出口和旅游，政府的消费，特别是大型

的项目开始进入系统，会促使私人的投资，包括国内的消费预估会依经济的好转成

长。此外，在今年二月将举办的选举，很可能会建立投资者和私人机构的信心，所以

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合作，为了能够持续推动泰国的经济更加稳定和公平。 

对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相关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的经济将维持原本的情形，经济状

况并不会比以往差，并且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示在过去一年的稳定成长，能够协助

是中国有机会加强使用政治方式，并且虽然看起来会使中国的经济往下滑，但是能够

建造长期的稳定性。同时中国的整体经济，投资电子及电脑产品还能稳定扩展，并且

中国政府推动政策措施过去及变得更轻松，所以可以看到中国长期的经济状况缓慢，

将对中国出口至美国是有利益的，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由于中国还不用快速在规

定新的关税以前增加出口美国的货物。 

中国的经济趋势再有品质的发展目标结合金融稳定性的维护基础上，中国将改善国

内的经济状况，透过减少没有效率的私人企业从事传统产业，以及依照中国制造2025

年（Made in China）推动发展未来产业和未来的经济状况，例如：高科技产业、科

技服务业，以及电子商务业，并且为跳跃的成长。对本人来说，中国有能力于2020年

得到充足经济的社会环境，并且2035年能成为现代化社会的国家，无论如何，中国必

须增加金融方面的稳定性，为了能够减少对未来经济成长有限制的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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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也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不只是铁路的合作，还可以增加其他双方更有利益的

项目投资。同时在2019年，泰国将重视旅游方面的回复及扩展，尤其是支持中国旅游

市场的回复，包括治安方面的回复，支持旅客市场销售和高收入旅客，并且分散各区

域的收入；推动出口使能够依目标成长，尤其是注重利用贸易阻碍的机会，以及依世

界贸易框架执行，包括与竞争国家的规定和执行方式，以及其他重要的条件，除此之

外，将吸引收贸易阻碍的投资者进入泰国投资，最重要的是尽力投资者的信任程度，

如果泰国能够顺利达成前述目标，泰国在未来的经济更加景气和稳定成长。长期来

看，泰国有机会与中国合作成为电子零组件制造的供应商，改善电子零组件制造为智

慧型零组件制造，例如：众合感应器（Censor）或予中国企业合作成为数位科技方面

的平台中心，除此之外，泰国企业家与其他国家相交能够便宜进口高科技产品，为了

能够改善中小企业的制造程序。 

针对泰国政府的意见 

泰国和中国贸易投资研究为了能够使贸易顺利进行，泰国政府必须建造贸易和投资

的关系，不管是政府或私人单位，泰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消费者必须制造及出口产品，

为了能够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扩展贸易和投资，将会使两国之间的发展策略有利，

接下来的策略将是发展中国和泰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策略一，增加中国和泰国的贸易

价值，以对双方有利益的贸易促进及改善问题、贸易的阻碍。策略二，使产品的价值

增加，以及发展贸易，例如：农务产品加工，如；百米、橡胶、水果等等，为了减少

与中国贸易的平衡。策略三，互相推动投资关系，为了能够共同达到利益，泰国可以

利用地理的优势为东南也的中心。策略四，提高研究及发展的竞争力。策略五，泰国

和中国互相协调双方的政策，泰国规定了各种政策，例如：工业4.0、集群Super 

Cluster或投资委给予的投资优惠政策，如：设立总部的促进政策、设立国际贸易中

心等等，而中国规定了2025中国制造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等。 

除此之外，人们都同意泰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促进永续合作的基础，以及同意合作

建立交通路线，并且相信中国和泰国的合作将使泰国经济成长，因为泰国拥有各种交

通路线，可说是为发展合作的重要投资国家。 

另外，中国政府还表示目前他们正在加速建造中泰铁路，为了使泰国能够与世界贸

易连接，成为连接区域中心，并且还能协助泰国经济成长，提升数位经济（Digital 

Economy）为了扩大电商的合作能稳定进入泰国4.0。 

目前中国和泰国的贸易关系能够以政策共同发展，在过去的10年前，泰国和中国的

贸易数据曾经设定的目标为3-5百亿美金，但目前却能够超出目标为7-8百亿美金，相

信能够超过原本设定的目标，本人认为中国和泰国的经济关系将能够更加紧密，并且

能够更加进步。 

结语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所叙述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与泰国从地理位置上是非常相

近的两国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拥有悠久的历史， 

对于中国来说，全世界的人一定会看到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之一，随时与各

个国家合作，在国家开放之后，中国积极进入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成为国及组织的

重要及不可缺少的成员，以及拥有国际之间合作的重要角色，不管是亚太地区经济合

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为APEC）、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亚洲-欧洲会议（Asia-Europe Meeting简称为

ASEM）、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Grater Mekong Sub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为GMS）以及其他，除此之外，中国已经和29个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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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共12版，都包含重要的国家，例如：亚洲、大洋洲、南美洲、欧洲及非洲，这些合

作都为重要的机制能推动中国的发展以及成为世界先进的国家。 

并且持续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是为了能够与其他国家竞争。 中国不只支持国内人

民的潜力发展，还支持国内的企业到国外投资，能帮助中国的经济稳定，同时也使中

国有更多的收入进入国内。根据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开启世界之门，并且不会关

闭，为了能证明中国能够进入世界舞台，经济能够持续稳定成长，并且中国政府总是

提出互利共赢，意思是双方都会有利以及达成目标，他表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将不

会与政治或个别利益有关，但是会考量到共同的利益，泰国的机会有很多方面，像是

交通基础建设等等。 

同时泰国可说是在发展中国家，泰国政府应该改善相关政策，例如：重视经济成

长，加强相关进出口的策略以及吸引更多外商进入泰国投资等，为了能够使泰国明年

的经济成长，而泰国策略及经济计划办公室预计泰国2019年的经济会成长百分之3.5

至4.5，主要的支持因素是来自于1）家户费用的趋势会有稳定的成长，以及会支持经

济的成长，依照基本工资的改善和有更多明显的工作职位提供，2）共同投资的成

长，而政府的投资部份有趋势能够更进步，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将进入建造阶段，以

及私人的投资预计能够稳定的成长，3）旅游方面的成长，4）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成

长，可能会支持出口，虽然某些国家主要的经济会变得缓慢。5）贸易方向的改变、

制造业和国际投资，以及将使泰国的经济好转。以上预计产品的出口价值会增长百分

之4.6，民间的消费和共同投资会增长百分之4.2及百分之5.1，一般的货币膨胀会在

百分之0.7到1.7。 

虽然泰国和中国的经济状况，会好转，但是企业家需要准备接受4个无法控制的因

素，也就是泰铢的浮动，世界经济的缓慢，旅游方面，中国搬移生产地的方面，企业

家可以利用工具来保护泰铢的风险，出口市场的分散，专注自由行的观光客群组，发

展劳动力来符合现代科技等等。 

对本人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只有政府部门单方面的支持和推动，私人部门、人

民还有其他机构都必须共同合作及协助，与政府部门共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

有效和顺利达成政策目标。另外，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非常的重要，泰国

和中国应该增加更多的合作计划，像是中国拥有的未来科技专业技术，以及中国和泰

国人民关系方面，中国和泰国的铁路项目可说是很好的开始，中国有意愿推动该计划

能够迅速完成，为了能够提供铁路路线民众的利益，在这之后中国和泰国双方应该有

更多的交流，例如：教育方面一直到娱乐方面，为了使人民能够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

习俗，未来才能持续发展泰国和中国的关系，所以泰国到底是否能够完全达到自己国

家“泰国4.0”之政策目标，并且中国的经济会如何的发展及方向，直到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强国，必须要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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