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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帶領投資企業
邁向東協
 近兩年，為開發新市場，日本企業與一些泰
國企業相繼把主要投資資本和運營從中國市場轉
向了東協市場，另外，目前日本企業主要著重投資
于金融，零售業，醫療，教育和住宿服務等方
面，並帶動了新浪潮；事實上，2013 年上半年，日
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增長了 55%，共計約 102.9 億美
元，最近一份由日本國際協力銀行 (JBIC) 做的
調查指出，84% 的受訪公司計畫在未來三年將加強
對海外業務的投資與運營，這與 2009 年相比增
加了 65.8%。

 同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提出要重新重視
與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之間的關係，2012
年，安倍晉三對東南亞七國進行了訪問之旅，之
後 2013 年在訪問新加坡時的演講中說道：“東
協與日本的關係就好比雙引擎，東協對日本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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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實際上自
1960 年開始，日本公司就開始將東協視為主
要生產基地；九十年代，中國吸引了大批日
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專案，但是從去年開始，
日本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投資開始下滑。如
今，日本企業將帶來第二波投資浪潮，尤其
是中小型企業（SMEs）正在尋找東協地區的
投資商機，並且他們認為，儘管目前泰國的
政治局勢有些不穩定，但這並不影響泰國成
為東南亞地區貿易樞紐的地位。

 如今由於日本國內市場的萎縮，本地企
業已開始拓展海外專案，同時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也在積極推動外向型經濟政策；由於東
南亞地區生產成本較低，消費市場前景廣
闊，以及未來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成立後
帶來的美好前景，因此日本認為東南亞地區
蘊含著巨大的潛力，同時也將該地區視為企
業拓展海外專案的重點範圍。此外，2013 年
12 月在東京舉辦的“日本-東協峰會上 (Japan-
ASEAN summit)”上，安倍晉三承諾，會為東
南亞地區提供 200 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資金,
因為這樣不僅能夠帶動東南亞的貿易出口,還
能增進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友誼關係；如此
巨大的資金數額，日本將以贈款和貸款的形
式援助東南亞國家，並且還大大有助於大湄
公河次區域（GMS）的合作投資專案。除此之
外，東協未來的發展對日本來說也將具有更
大的戰略價值。

 東協與泰國政府為吸引更多的海外投
資, 2014 年 6 月在雅典娜廣場酒店舉行了題
為“日本-掀起海外投資新浪潮，泰國與東協
加一”的國際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日本的
500 強企業，政客和專家學者；該會議是由大
城銀行和 Ananda Development 主辦，由 The 
Nation，Yomiuri Shimbun 及 Japan News 三家
媒體共同承辦；在會上，泰國會議展覽局則
負責提供後勤支援；曼谷日本商會副會長
Hisamichi Koga，大城銀行副董事長，三菱東京 
UFJ 銀行高級管理行政人員 Kanetsugu Mike, 
曼谷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會長Setsuo 
Iuchi及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泰國首席
代表 Shuichi Ikeda 等嘉賓發表了演講；會
議主旨報告由麥肯錫公司資深合夥人Heang 
Chhor 發表，同時他也是《Reimaging Japan》
作者。參加會議的泰國嘉賓包括前泰國投
資促進委員會的東京辦事處經濟顧問、現
任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 O I )副秘書長 
Chokedee Kaewsang 先生。

 會議的主題從研究東協經濟共同體(AEC)
的意義，延伸至在安倍經濟（Abenomics）影
響下泰-日之間的關係；安倍經濟鼓勵日本企

業走向海外，以在未來東協經濟一體化的美
好前景中，得以更快的發展。另外，在會上
討論的其他問題包括：日本對東協的倡議，
以及泰國與東協該如何迎接日本企業即將帶
來新的投資浪潮。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總裁 Setsuo 
Iuchi先生在評論關於泰國政局持續動盪對外
國投資企業的影響時說，日本企業期望泰國
的政治衝突能夠儘快地以和平方式解決；同
時他重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促進對
外投資政策激勵了日本企業向外看，儘管目
前泰國政局有些動盪，然而泰國仍是他們最
感興趣的投資目的地；另外, Setsuo Iuchi 
先生還提到，若泰國要繼續維持其聲譽及實
現可持續增長，政府需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
的投資，改善並提高相關的通關手續，以提
高與鄰國間的關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建
立之後，泰國作為東南亞地區重要的經濟樞
紐，泰國政府應該加大對公共交通運輸方面
的投資，提高與鄰國之間的互聯互通。此
外，他還補充說道，泰國的日本企業並沒有
受到當地政局動盪的太大的影響，許多大規
模的投資交易協定已在抗議示威活動開始前
就已簽署。事實上，泰國一直是日本企業過
去 40 年來一直關注的焦點。同時 Setsuo Iuchi
先生的建議加強並鞏固了未來幾十年泰日兩
個亞洲國家之間商務與金融的聯繫。

 這幾年來許多媒體也經常報導將于 2015 
年成立的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並承諾將實
現擴大無貿易壁壘的區域市場。最近隨著日
本在東南亞地區投資的激增，因此日本也被
稱為“東協加一”, 這使得日本的經濟得以復
蘇,日本企業也有望擴大對東協地區的投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東協
五國” 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泰
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合計將增長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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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日本商會（JCC）副總裁 Hisamichi 
Koga 先生也表示將致力加深強化日本與東協
和泰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他還提到，曼谷的
日本商會現有超過1，500 個成員，20 世紀 90 
年代，日本商會成員從最初的 97 家公司急劇
增加，其中，成員當中的 80％ 為汽車製造業。

 Hisamichi Koga 先生指出，若按照目前
的趨勢來看，泰國已連續 40 年被製造業企
業推選為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如今泰
國更是受到大批日本中小型企業（SMEs）和
非製造業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重視。他還
補充到，目前在泰國的非製造業投資已超越
製造業，2013 年製造業企業註冊了89 家，非
製造業企業註冊了185 家；根據日本國際合作
銀行（JBIC）所提供的資訊，日本企業正在
增加對海外的投資，以應對日元長期的升值
和國內需求萎縮的境況。“日本企業正在擴
大在亞洲的海外投資，尤其是東協地區和泰
國，目前泰國人口大約 6,000 萬，還在不斷增
長，因此泰國蘊含著巨大的潛力。”Hisamichi 
Koga 先生說。

 另一位發言人非常贊同日本政府官員和
企業高管對於泰國所持的積極態度。大城銀
行副董事長兼三菱東京UFJ銀行高級常務執行
官（BTMU）Kanetsugu Mike 說：“外國企業非
常喜歡在泰國進行創業與投資，這是因為泰
國的地理位置處於發展中地區的中心。”Mike 
先生還說道，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將解除
貿易壁壘，使其擁有 6 億人的市場，為將來
GDP的增長和市場提供巨大的潛力，同時，大
湄公河次區域（GMS）的前景也吸引日本投資
者；此外，隨著日本企業在泰國投資的增
加，泰國對日本的企業要求也開始提高，比
如銀行和食品等方面的服務，這就是為什麼
越來越多的日本中小型企業和非製造業企業
都將目光投向這個國家。 

 會議上，麥肯錫公司高級合夥人 Heang 
Chhor 先生在他的主題演講時指出，日本和東
協應該取得“跨越式”的合作，超越傳統製
造業，服務業及其他領域的合作，應該拓展
在互聯網經濟，農業，教育等方面新的合
作。同時，促進日本和東協之間更多的合
作，他相信在未來的二十年當中，東協與日
本間的合作必將得到強化；另外，所謂“跨
越式”合作還需要東協和日本雙方的共同積
極參與才能把該建議實施得淋漓盡致。

 事實上，東協地區被日本設定為互聯網
經濟“第二條腿”，也就是說，日本一流的
IT企業可以在該地區建立自己的業務，獲得
更大的客戶群。此外，日本可以利用東協的
農業為經濟體制來塑造一個高級的“農業 

2.0 網路”，該網路覆蓋全球範圍，並專門針
對希望購買到高品質和安全保證食品的消費
者。最後，Chhor 先生建議，日本會協助東
協建立節能型“智慧城市”，以推進更多教育
方面的合作，包括派遣教師，學生，技術人員
到該地區進行知識文化交流。

 在會議的最後環節，泰國投資促進委員
會 (BOI) 副秘書長 Chokedee Kaewsang 先生
說道，改善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可推進東協國
家之間的互聯互通，這將比削減剩餘的進口
關稅更有價值。同時，Chokedee Kaewsang 先
生還指出，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 使東協地
區成為了重要的投資區域，從而也為泰國提
供了更多的潛在海外客戶的投資。因此，泰
國政府必須採取措施爭取實現經濟可持續發
展，提高全球競爭力，同時要克服“中等收
入的陷阱”。最後，泰國應該專注於以下三個
核心領域：1.起草新的投資促進政策；2.提
高泰國的投資環境；3.加強東協內部間聯
繫，尤其是要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
(CLMVs)。採取以上做法將促進並改善日本與
泰國之間“泰國加一” 的模式，使在泰國的
日本產業集群生產過程中，勞動密集的部分
能夠轉移到鄰國的經濟特區 (SEZs)。

 關 於 泰 國 經 濟 投 資 促 進 的 方
向，Kaewsang 先生表示，BOI 已經做了一份
調整投資政策綱要的草案，以符合對泰國經
濟設定的投資目標，該草案包括：(1)由鼓勵
廣泛投資轉變為鼓勵特定行業投資；(2)由以
產業為基礎的鼓勵政策轉變為以產業為基礎
擇優鼓勵政策；(3)由以區域為基礎的鼓勵政
策轉變為以促進新區域集群發展為基礎政
策；(4)由稅收鼓勵政策轉變為以稅收與其他
措施相結合的鼓勵政策；(5)由促進對內投資
轉變為同時促進對內以及對外雙向投資政
策。但是，以上建議需得到 BOI 新委員會的
批准。

 Kaewsang 先生在演講的最後提到，東
協具有市場多樣性，以開放性貿易投資往來
促進經濟增長。國際供應鏈可以跨越地區採
集到每個國家的優勢，但如果沒有發展良好
的連接性和多樣性便會產生差距，使之無法
繁榮發展，同時，現已下調了貿易關稅，因
此，基礎設施的連通性變得尤為重要；與免
除其他剩餘關稅相比，改善區域基礎設施建
設將更加能夠降低成本，提高貿易與投資往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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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動態與 BOI 申請專案
泰國正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2013 年，廊曼國際機場的客流量大約為 
1,640 萬人次，而機場的旅客吞吐總量約為每
年 1,850 萬人次。

 2014 年 1 月 - 2 月份，廊曼機場人流量已
經超過 300 萬人次，與 2013 年同比增長了
17.4%，該機場目前正在修復 2 號航站樓，同
時隨著泰國南部經濟走廊和五號碼頭建設的
完成，到時機場便可容納每年 3,000 萬人次
的客流量，該項目將於 2014 年完成。

 2015 年 - 2016 年，廊曼機場將進一步發
展，客流量將提升至每年能容納 3,900 萬人
次。另外，素萬那普國際機場現處於第二個
拓展階段，若將廊曼機場與素萬那普機場相
結合，那麼在未來的幾年裏曼谷將能夠容納
約每年 9,000 萬的旅客量。

 此外，泰國機場正在考慮廊曼機場第四
階段發展計畫，將建立一條鐵路連接曼谷和
廊曼機場，以應對日益增加的客流量。

開發清真海鮮料理
策略

 泰國北大年府制
定了2014 年至 2017 年
地方發展戰略，主要為
穆斯林地區推廣清真產
品和服務，同時重點擴
大國家和地區間以及銷
售至世界各地的市場。

 北大年府將開發
和推廣該地區的農業產
品和清真產業，因為該
府擁有豐富的海洋資
源，所以漁業產品也相
對發達，北大年灣全長
116.4 公里，適用于海洋
漁業和沿海水產養殖。

 北大年府的清真
海鮮罐頭和冷凍加工產
品一直銷往全國各地,
其中 55％ 銷國內市場, 
而 45％ 則作為出口產

　 

2012 年             
(1美元=31.57泰銖）

2013 年             
(1月份-2月份     

(1美元=29.82泰銖)

2014 年            
(1月份-2月份       

(1美元=32.65泰銖)

項目數量 價值 項目數量 價值 項目數量 價值

總投資 2,237 34,335 353 5,073 188 1,932

外來總投資 1,132 16,622 204 2,791 121 1,448

按行業劃分

農產品 6 101 20 406 2 13

礦業/陶瓷 1 19 6 115 4 48

輕工業/紡織品 6 20 11 36 4 8

汽車製造業/金
屬加工業

17 159 61 920 37 508

電子電氣業 19 167 33 357 22 14

化工業/造紙業 16 169 23 154 14 683

服務業 15 157 50 800 38 173

按經濟體劃分

日本 562 8,959 106 1,601 61 532

歐洲 132 679 25 293 17 95

臺灣 53 221 7 74 5 11

美國 55 368 12 26 3 299

香港 39 639 4 47 8 65

新加坡 93 722 11 37 11 67

按投資區域劃分

第一區 23 139 66 637 33 59

第二區 39 451 94 1,300 68 1,246

第三區 18 203 44 854 20 144

單位：百萬美元

注：各國投資資料已包含了該國與其他國家在泰國合作的投資投資專案

品銷售到海外，主要出口市場包括加拿大，美
國，敘利亞，黎巴嫩，馬來西亞，新加坡，印
尼，老撾，緬甸，以及一些歐洲和中東等國家。

2014 泰國國際工業展覽會

 2014 泰國國際工業展覽會於 5 月 15 日 
- 17 日在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舉行，該展會
對東協來說十分重要，同時已連續 8 年在泰
國舉行，展會上主要以工業零部件採購為主。

 展會上，有超過 300 名專家及決策者前
來參加，並且展出超過 2，000 種東協和日本
的優質商品；同時展會吸引了超過 24,000 名
來自 15 個國家的海外買家及本地賣家,因此, 
此展會也是一個完美的平臺讓泰國與東協向
世界展示他們的工業配套產業能力。

BOI 申請專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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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正在拓展對生物技
術的應用
  隨著泰國階梯式的經濟發展，如今泰
國已經從勞動密集型經濟轉變為知識型經
濟。過去二十年中，生物技術產業一直是推
動泰國邁向現代化的動力和引擎，並使泰國
成為一個具有高附加價值的國家。如今泰國
政府為生物技術投資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環境
基礎，例如：配備基礎生產設施和實驗室，
提供技術研發支援，提供對科學家，技術人
員的支援，並且這些費用非常實惠。雖然生
物科技在泰國還處在“胚胎”階段，還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生物技術對泰國來說有
著非常重要的未來，因為每一個突破性的進
展，都能使泰國提高在全球競爭力中的位
置。

 那麼什麼是生物技術呢？簡單來說，生
物技術是基於生物學的科技；生物技術是研
究細胞和生物分子的過程，開發新的技術和
產品，幫助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和地球環
境。現代生物技術已經研發出具有突破性的
產品和治療罕見疾病技術，同時還提供了清
潔能源，以及更環保，更高效的工業製造工
藝。目前，有數以百計含有生物技術的保健
品面世，而對於許多以前無法治療的疾病，
生物技術已經研發出針對該類疾病的疫苗並
提供給患者。此外，世界各地的農民使用了
農業生物技術肥料，提高產量防止昆蟲和害
蟲的破壞，還能減少養殖對環境的影響。簡
單地說，先進的生物技術正在幫助人類滿足
社會緊迫的挑戰。

 目前泰國正在擴大生物技術產業，並為
投資者提供各種機會，同時政府也會全力支
持該行業的發展，通過研究經費上的支持，
鼓勵研究機構的發展，從而推進該行業的穩
步發展。泰國國家生物技術政策委員會通
過了 2004 – 2011 年泰國國家生物技術政策
框架（The National Biotechnology Policy 
Framework 2004-2011），為該行業的進步奠
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一趨勢下，發展生物
技術相關行業的確有助於泰國作為一個生物
技術中心的崛起，使泰國成為世界上領先的
農業，糧食和藥品出口大國。同時，當地的
生物技術取得的突破也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
準，例如：泰國食品行業運用生物技術，不
斷提高廠房及畜牧養殖技術和產品測試標
準，從而提高水稻，木薯和蝦等出口產品的
品質。

 

此外，生物科技所取得的突破都是在知識產
權保護法下運行的，該法律已在泰國執行了7
年，其他法律包括 1994 年產權法，1979 年
專利法 (修訂於 1999 年), 1999 年傳統醫學
應用法,1991 年商標法 (修訂於 2000 年), 
2000 年積體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法，2002 年
商業機密法，和 2003 年地理標誌保護法。2009 
年 9 月 24 日，泰國成為了專利合作條約的簽
約國家，它將為發明者，研究人員和出口商
提供多個國家的專利保護；因此發展生物技
術將變得更人性化，成為了節約成本和提高
效率的投資選擇。

 更重要的是，許多泰國公共組織與私人
組織也在積極地支援和擴展泰國的生物技
術，提高產業競爭力，這些組織包括：國家
科技發展署 (NSTDA)，泰國科技園 (TSP), KMUTT 
生物制藥 cGMP 試點方案，研究與開發認證
委員會秘書處（RDC），泰國卓越生命科學中心
(TCELS)，泰國科學技術研究所 (TISTR)。

 此外，還有一系列政府機構也在繼續關
注著這個欣欣向榮的行業，其中包括農業
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衛生部，自然資
源環境部，和商務部屬下的知識產權廳。

 創立于 1983 年的泰國國家遺傳工程與
生物技術中心（BIOTEC）標誌著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通過早期的生物技術發展為未來奠
定了強大而堅實的基礎。事實上，泰國國家
遺傳工程與生物技術中心研發預算的 70% 主
要用於對本地學院與研究機構人員的培養,這
就確保了泰國在生物科技上能有持續的突破
與發展；其餘 30％ 的預算則用於內部專案
研究。目前國家遺傳工程與生物技術中心已
經在泰國的一些大學建立了專門研究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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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實驗室，包括泰國農業大學的植物基因
工程和 DNA 指紋圖譜研究項目，瑪希隆大學
的微生物基因工程和醫學生物技術研究項
目，朱拉隆功大學海洋生物技術專案，泰國
國王科技大學的生物化學工程項目。

 泰國國家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中心會持
續監控並評估生物科技的發展以及對社會和
經濟的影響。每年，該中心都對一些技術改
良項目採樣抽查，研究其細節並分析對未來
幾年的影響，這個分析的標準包括：是否生
產出符合客戶要求的技術和產品並帶來收
益，其產品量化的參數，是否能夠取代進口
產品，是否創造了就業機會等。

 此外，泰國科學園區，包括國家遺傳工
程和生物技術中心，是隸屬於國家科技發展
署(NSTDA)，現建有的填充實驗室，孵化裝
置，導頻工廠和溫室總共占地面積約為 80 英
畝；該科學園區位於距曼谷 20 公里以外的地
方，擁有世界級標準設施，主要研發生物基
因工程，大約有 4000 名研究人員和維護人員
在科學園區裏工作。

 科學園區的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在於可長
期租賃土地並進行施工，園區內還建有公寓
大樓，以及現成的生物實驗室可供租用。目
前，已經有 60 家公司在科學園區內進行研究 
(70％ 為泰國企業，30％ 為國際企業),同時還
有 10 家企業即將進入科學園區。

 根據 2012-2021 年生物技術發展政策框
架，政府將投資數十億泰銖，作為刺激經濟
增長的動力；該計畫強調了私營企業要加強
研發，用智力和知識資本創造生物技術的革
命，從而鞏固國家整體競爭力。目前在泰國
有許多生物技術企業相繼建立，並且這些企
業受到知識產權法的嚴格保護，他們聘用了
大量的泰國資深技術人員，使用先進設施，
同時還享受著投資鼓勵政策。另外，一個至
關重要的國家支持性戰略：第 11 屆 2012-2016 
年國家發展計畫，表明未來政府將會更加著
重於生物技術的發展。

 另外，生物技術也開始涉足多個新的領
域, 包括藥品，農業，幹細胞，DNA 和基因學
等方面。生物技術諾華藥物開發合作公司是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公共-私營合作企業。此
外，這些努力也使得各機構與私營企業雙雙
得益，例如，800 個刊物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
表，專門建立的科研基礎設施和資源，以及超
過 600 個科學家前來培訓技術人員；另外,至
今已發現了 650 多種新的生物，這些發現創
造了新的商機，例如，1998 在泰國發現了蝦
的新品種—仙女蝦，現已被作為商品銷售並
出口到海外。

 同時，2011 年發起的開放實驗室活動，
邀請了許多企業與泰國國家遺傳工程與生物
技術中心的科學家進行溝通與探討，以促進
實驗室與產業方面新合作，科學家們向企業
介紹了生物技術的潛力，以及如何改善行業
及分析預期的結果，同時泰國國家遺傳工程
與生物技術中心可提供與企業的合作研究
項目,企業可委託其協助研究或分析。此外, 
2011 年根據工業應用技術，在三個實驗室分
別進行了三個不同的實驗專案，共有 35 家
企業和風險投資家出席了該活動，其中包括
中小企業以及大型企業，包括正大集團，薩
哈農場，密蓬糖業集團，Agromed 公司和 
Merck and Vnet Capital 公司也前來參加。
共同的協作努力將成為泰國生物技術產業發
展背後的巨大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生物技術在泰國的應用
包括在農業方面（綠色生物技術），醫學方面
(紅色生物技術)，工業 (白色生物技術) 和海
洋方面 (藍生物技術)。同時，利用生物技術
不僅讓糧食和農業產品降低了成本，還提高
了產量，品質和產品價值，這樣一來，也就加
強了泰國食品行業的競爭力。此外，泰國醫
療機構也針對新出現的疾病，復發性疾病以
及熱帶性疾病研發出了幾種新的解決方案。

 如今，泰國許多政府機構都在共同聯手
推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其中，工業部屬
下的投資促進委員會（BOI）為主要鼓勵投資
機構，投資委將積極給予鼓勵，以促進生物
技術項目發展。具體而言，泰國投資促進委
員會針對涉及高層次研發和六個領域的研究
專案提供特別鼓勵，這六個領域包括：種子
和植物改良；生物藥品；對於衛生，農業，
食品和環境應用的診斷試劑盒；使用微生
物，植物和動物細胞生物分子和生物活性化
合物；原材料/分子生物學的實驗/測試中使
用的主要材料；以及生物物質分析/合成。泰
國投資委員會為生物技術提供了稅收方面以
及非稅收方面的投資鼓勵政策；稅收方面鼓
勵政策包括：減免機器及原材料進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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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企業所得稅；非稅收方面鼓勵政策包
括：外國企業可擁有土地所有權，允許引進
外國專家與技術人員。 

 2010 年 4 月 23 日，據投資委發佈的
No.2/2553 號公告，投資委員將在生物技術項
目提供投資鼓勵政策，支持及配合國家生物
技術政策，並鼓勵更多相關行業的投資與開
發；該鼓勵政策適用於在生物技術領域當中
進行研發和製造的專案，但前提是申請人所
研發的現代生物技術要得到國家科技發展署 
(NSTDA)，科學技術部，以及泰國卓越生命科學
中心 (TCELS) 的批准，方可進行研發與製造活
動。生物技術項目被視為一項重點項目，對
國家具有特殊的利益和重要性，因此，針對生
物技術行業，政府將對所有投資區域的企業
免征機器進口稅，免繳 8 年企業所得稅 (不設
上限)，及獲得其他投資區域的相關鼓勵政策。

 目前，泰國擁有大約 200 個生物技術公
司，價值超過 20 億美元總市值，大多數生物
技術公司的初期都屬於註冊資本低於 5，000 萬
泰銖的小型公司。另外,中型生物技術公司,
為市場提供了 21％ 的份額；大型生物技術公
司初期投資資本超過 2 億泰銖，為市場提供
了 7% 的份額。同時，泰國的生物技術市場分
為四大板塊，即：農業/食品 (農產品業務),醫
療/健康，環境，其他等。農業部分占市場份額
最大，約為 51％。通過政府強有力的支持政
策，讓科學與商業之間建立聯繫，促進大學
與企業的共同合作，將相應的利益聯繫到一
起，才使得工業界應用生物技術得以更深的
研究和創新，使得生物技術企業蓬勃發展。

 同時，泰國政府全面承諾將接受並利用
好現代技術，以把握好未來的產業。現在已
經有許多企業家受益于投資委員會的投資鼓
勵政策，這有助於在當今資本密集型的行業
競爭中降低成本得以生存。同時，世界各地
的投資者和業內專家也開始對泰國越來越多
的生物科技成就印象深刻，比如：世界衛生
組織（WHO）批准泰國已符合作為甲型 H1N1 
流感疫苗的生產廠家的資格，這強有力地表
明，國際社會開始認識到泰國的生物技術已
經達到一定的高水準，如今，泰國已擁有了
現代化研究設施配備和資深的技術人員，並
且泰國的環境品質也很好，對於那些對生物
技術有興趣的外國企業來說，泰國是一個很
理想的投資目的地。 

高管層中女性的比例：泰國位列世界前十位
 根據均富國際商業報告 2014 商務活動
中女性比例報告顯示（The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port 2014 Women 
in business），現代女性已經從傳統的行業
例如教師等職業中得到解放，走進會議室從
事女高管等職位。但是自 2004 年以來，均富
國際商業報告（IBR）對高級管理層中的女性
進行了追蹤統計，根據今年的報告結果指
出：2007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女性在高管
中的比例大致相同，約占 24％。

 2020 年，將有 8.65 億婦女進入勞動力
市場，女性資源使用率偏低便成為了一個問
題。關於這一點，博斯艾倫預計道“儘管未
來十年內將有大約 8.65 億女性進入全球經
濟市場工作，但是她們當中只有 17％ 的人是
受到過良好的教育。”

 目前，泰國已經是全球高級管理層女性
比例排名前十的國家。



8

第 38 期

泰國投資簡訊

泰國繁榮指數

 由列格坦研究作出的 2013 年列格坦全
球繁榮指數排名報告（The 2013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已經公佈，共有 142 個
國家參與了該次調查，其中，根據國家財富
指數，經濟增長指數和生活品質等方面作為
評選標準，挪威被評選為全球繁榮指數的第
一名。“傳統意義上，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否
是基於宏觀經濟指數而作出評價的，例如：
一個國家的收入可以反映出該國的國內生產
總值（GDP）以及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的情
況。”另外，大多數人都認為，繁榮指數不
僅包括物質財富的積累，還包括日常生活中
的喜悅度，並且是否在未來能夠有一個美好
的生活前景。因此，全球繁榮指數是一項與
眾不同的報告，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同時評測
收入以及福利方面的調查報告。

 該報告還指出，自 20 世紀中期，亞洲一
些國家的經濟開始快速地增長；從今年的全

球繁榮指數排名報告中可以看出，泰國，馬
來西亞和斯里蘭卡在經濟發展方面成績突
出，並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年泰國在該指數
中的排名比 2009 年提升了 5 個位置，位列
第 52 名；同時，在全球社會資本分類指數報
告中（social Capital sub-index），泰國
的排名上升了18 名，位列第 16 名。 

泰國：理財方面的顯著改善

  第三屆萬事達卡理財知識水準指數
(2013H1)（The 3rd annual MasterCard Finan-
cial Literacy Index (2013H1)）已經公佈,該
公司一直以來都在為促進和推廣理財知識不
斷地做出努力；“萬事達卡意識到，金融教育
和其包容性對於良好的財政狀況，消除貧困以
及維持長期的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

 該報告是於 2013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的，調查範圍為亞太地
區，中東和非洲地區 (APMEA)，其中共
有 12，205 名受訪者參與了調查，同時, 
該調查由三大部分組成：

1．基本的資金管理 (50％ 比重)；其中
探討了受訪者的技能與預算，儲蓄和
信用卡責任之間的關係；

2. 財務規劃 (30％ 比重)，其中評估了
他們對金融產品，服務等知識和概
念，以及長期對財政的規劃能力；

3. 投資 (20％ 比重)，這決定了受訪者
對不同的投資或理財產品相關風險的
基本認識。

 在該調查中新西蘭位列第一名，得到 
74 分；泰國從之前的第 68 名上升到了第 65
名，這以成績被大家一致認為有了非常顯著
的改善，“...這一結果使亞太地區從 12 名上
升到了第 7 名，而中東和非洲地區從 14 名上
升到了第 8 名。”



9

第 38 期

泰國投資簡訊

 同時該指數還指出，泰國的進步是由於
各部門機構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例如：如
泰國銀行 (BOT)，泰國證券研究所 (TSI),教
育部，財政部，和其他專業金融機構，包括
政府儲蓄銀行，泰國農業銀行，農業合作
社，這些機構都積極地推動了金融技能的重
要性，特別是對中小學以及大學中的青年

人，他們將會受到各種項目的培訓。

 泰國將繼續發展健康的經濟以及維持國
家穩定等相關領域，這也是為何一直以來，
投資者把泰國作為理想的投資場所並且持有
長期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泰國：四個城市名列全球前 100 名

 在康得納斯旅行者雜誌印度版舉辦的讀
者評選中，泰國被評為“最受歡迎國家”第
一名。康泰納仕雜誌目前在25個國家設有出
版公司， 來自印度的旅遊人數已突破百萬，
並且此人數還會繼續增加，這為投資的增長
鋪墊了一條道路。

 與此同時，根據歐睿國際百強城市目的
地排行（2013 年版）發佈的資料:泰國被評選
為最受遊客歡迎旅遊目的地中的第一名，該
調查覆蓋了全球主要的 100 所城市，同時受
訪者多為國際遊客。今年，在該排名中，泰國
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成績: 曼谷排名第三,普吉
島，芭堤雅和清邁分別排名為 15，17 和 70;
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另外參
與該調查中 32％ 的城市中位於亞太地區。

 根據歐睿提供的資料顯示:“2012 年排名
前 100 名城市中，國際遊客平均增長了6.6%,
這超越了以往 4.2% 的整體水準。該報告還
指出，2012 年泰國的中國遊客同比增加了
62％，中國遊客成為了國際旅客的主要來源,
因此，曼谷便得以超越倫敦，排名第三。”

 歐睿還指出，泰國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
強勁增長的遊客人數已經準備就緒；另外，
雖然目前泰國政局有些動盪，影響了泰國旅
遊的短期增長，但是從長遠而言，曼谷將鞏
固其作為最受歡迎旅遊目的地第三名的地
位；同時，普吉島，芭堤雅和清邁的排名也
將繼續上升，這也將會成為目前投資者計畫
在泰國投資所考慮的因素之一。 

泰國：拍攝影片的聖地

 來自電影業的投資者將會對由泰國電影
辦公室公佈的一份報告感興趣：2013 年共有 
717 部外國影片在泰國拍攝取景，為泰國帶來
了21，73 億泰銖的收益，與 2012 年相比增長
了22%，2012 年共有 636 部外國影片在泰國
拍攝，為泰國帶來了17.81 億泰銖的收益。

 2013 年來泰國拍攝取景最多的國家為印
度，之後依次為：日本，歐洲，香港，美國,
中國，韓國和澳大利亞。另外，按照影片類
型而言，廣告排名第一，其次為紀錄片，電
視劇，電影和音樂視頻。因此，泰國成為了

大贏家，其中，從美國獲得的利益最大，共計
約 5.52 億泰銖；其次是印度，共計約 2.59 
億泰銖；日本，共計約 1.89 億泰銖。

 同時，投資者也將從電影製作一站式服
務中心中獲得許多優惠權益；該中心位於曼
谷的泰國電影辦公室和國家體育場之間；此
外，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也針對電影行業頒
佈了一系列優惠鼓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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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BIMSTEC 協議的領導國
 2014 年 3 月 2 日 - 4 日，第三屆孟加拉
灣多部門技術和經濟合作倡議會議 (BIMSTEC)
在緬甸的奈比多舉行，該會議中，作為漁
業，公眾衛生以及人與人之間交流方面的牽
頭國，泰國有著突出表現，並且還在不斷地
加強這些領域的專案合作。

 泰國在 BIMSTEC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在農業方面，包括有機

農業，促進能源安全與合作方面，打擊恐怖
主義和跨國犯罪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和
發展。BIMSTEC 憑藉著其擁有世界上四分之
一的人口，區域內國內生產總值共計約 24, 670 
億美元，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區域合
作框架。2012 年，這個區域的平均經濟增長
率為 6.4％。 

泰國工業經濟辦公室：泰國經濟趨勢總覽
 如今全球經濟與 12 個月前相比，相對而
言有較好的發展，人們對美國“財政危機”
的擔憂，歐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中國經濟的再
平衡都對世界經濟起到了抑制作用，這使得
投資者信心降至金融危機之後的最低點  
2013 年，發展中經濟體發展處在一個整體放
緩的狀態，但是 2014 年，發展中經濟體的發
展速度將要超過發達經濟體。此外，全球經
濟前景的改善受到很多複雜因素地制約：歐
元區的脆弱性，以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大
規模的減少量化寬鬆計畫都使得很多新興經
濟體的經濟發展從 2013 年中開始減速。因
此，2014 年，全球經濟將會恢復平衡並且穩定
發展。

 泰國工業部下屬機構工業經濟辦公室統
計了一份對泰國經濟的年度報告，並提供了
2013 年泰國各行業經濟趨勢的詳細報告，並
且這份報告也預示了2014 年各行業的發展趨
勢。以下是一些關鍵領域以及行業的簡短的
概要和發展前景：

1.鋼鐵行業：

 2013 年，鋼鐵產品總產量為 705.0041萬
公噸（由於避免重複計算，因此產品不包括
鐵制半成品，冷軋平板，塗層鋼板，鋼管及
管道）；此資料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4.9％
，這主要是由於去年建築行業不斷擴大，尤
其是私營企業加大了對這方面的投資，例
如，隨著大規模的鐵路網建設，沿鐵路兩邊
的公寓建設專案則受到很大的歡迎。另外，
儘管世界經濟持續下滑，但是全球鋼鐵市場
卻正在回升。然而，一些製造業國家，比如
中國，印度和韓國則減少國內消費，增加了
對鋼鐵行業的生產投資，這樣一來，這些大
生產國將產品出口到東協國家，價格競爭激

烈，因此泰國的生產商也受到了一些影響；2013
年,泰國鋼鐵產品進口總值為 3424.29 億泰銖, 
比 2012 年增長了6.76％；出口總值為 318.08 
億泰銖，同比下降了14.73%。因此，2014 年對
鋼鐵的需求量將會根據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
而有所波動。

2. 電器及電子產業

 2014 年電器電子產品業預計比去年同比
將會增長 2%-3% 左右，同時，預計出口到東
協和亞洲市場的電器產品將有所改善，增長 
1％ 左右；此外，國內市場對電子電器產品的
需求將會持續下滑，但是隨著美國市場對該
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填補了國內市場的下
滑率，因此電子行業預計將會增加 3％。同時, 
2013 年年底日本電子電器業生產情況已有所
改善，這也預示著 2014 年將會是一個積極
的前景。

 根據半導體工業協會的報告，預計 2014 
年半導體在全球的銷量將達到 3,160 億美元,
與 2013 年同比增長 4.1％；並且在不同地區
的市場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這些地區包
括：美國將增加 6.5％，日本將增加 3.8％,亞
太地區將增加 3.7％ 以及歐盟地區將增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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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車製造業

 2013 年前十個月（1月-10月），汽車製
造行業放緩了對生產和產品分配方面的要
求。同時，在汽車進口方面雖然有些下滑但
是出口卻有所增長。根據 2014 年汽車製造
商的生產計畫資料預測，2014 年汽車產量將
達到 260 萬台左右，國內市場需求約占 50%-
55%，出口需求約占 45%-50%。

 與 2012 年同期相比，2013 年前十個月
(1-10月) 汽車生產，銷售及摩托車的進口量相
對放緩，但是出口量卻持續增長。2014 年摩
托車行業的資料將與 2013 年保持一致。根
據摩托車製造商生產計畫的資料預計，2014 
年泰國摩托車產量將達到 241.5 萬台左右,國
內市場需求大約占 85%-90%，出口需求僅占約 
10％-15％。

4.石油化工業

 2013 年泰國石油化工業與 2012 年相比
有小幅增長，主要原因包括泰國經濟的好
轉，以及對中國和日本的出口市場有所增
長。因此，對於歐盟和美國經濟不穩定等重
要影響因素還需要不斷監控。同時，石化行
業生產商調整了短期內對本地及全球經濟生
產的計畫；從長遠來看，為將風險降到最
低，應該對一些新興國家市場或新興經濟體
進行探索。

 2014 年石化行業根據其中間產業與下游
產業的生產情況來看有望擴張，即：塑膠,電
器及電子產品，汽車生產。若 2013 年泰國
政府所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已得到顯著效
果，那麼泰國在許多行業上將會實現一個大
型的擴張。然而，歐盟和美國的經濟不穩定
等問題，以及當地政治局勢動盪將是需要密
切關注的主要方面。

5.水泥行業

 2014 年水泥行業將繼續擴大，這是由於
國內水泥消費量的持續增長，雖然由公共機
構投資的基礎設施對水泥的需求不會很高，
但是由於私營機構會增加大規模鐵路建設項
目，房地產等方面的投資，因此這些項目都
將會提高對水泥的需求。2014 年，泰國國內對
水泥的需求量將會大幅度增加，這將使得水
泥的出口量減少，一些水泥製造商擴大了產
量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增加，因此，預計 2014 
年水泥行業將增長 10％；另外，水泥的出口
市場也比較穩定，尤其是緬甸市場。

6.藥品行業

 2014 年預計泰國藥品的生產和銷售將會
增加，這是由於政府嚴格控制藥品方面的部

分支出，同時本地藥品的生產也取代了一些
昂貴的進口藥品。

 2014 年泰國醫藥產品出口將有所下降, 
這是因為藥品生產商所生產出來的藥品必須
要符合歐盟 GMP 標準（藥品生產品質管制規
範）或 PIC/S (藥品檢查條約與合作組織計畫), 
同時也要根據貿易夥伴的需求而調整自己的
生產流程。另外，2014 年泰國藥品進口量預計
也將略為下降，這是由於部分公立醫院推遲
及減少了對價格昂貴的進口藥品需求，並將
使用更多本地藥品取而代之。

7.橡膠及橡膠產品行業

 2014 年，泰國橡膠及橡膠產品行業預計
將會持續增長，尤其是國內汽車行業的不斷
擴大，生產車輛輪胎對橡膠的需求也將提
高。另外，在生產橡膠清潔手套/專業手套方
面，雖然歐盟市場對其需求量有所下降，但
是東協市場的需求量則有望提高，從而彌補
了傳統市場出口量下降的空缺。另一方面,目
前一些國家的汽車行業正在發展，例如：印
度，越南和巴西，這些國家對橡膠仍有較高
需求，這也成為了支撐泰國橡膠行業發展的
主要因素。

 2014 年對橡膠價格的預測會比較困難, 
主要負面因素包括：期貨交易所和石油交易價
格的降低,以及歐盟,美國持續的經濟危機,這
些因素都會導致橡膠消費量的維持下滑。

8.食品行業

 2013 年，泰國食品行業與 2012 年基本保
持在同一水準。同時，泰國政府調高了國內的
工資，薪金等，因此消費者具備了更強的購
買力。另外，雖然食品物價有所上漲，但是
除了糖類以外，多數產品的產量都維持在與 
2012 年同一水準。從國外市場的角度分析，許
多項目生產和出口都受到歐盟經濟疲軟的影
響,而歐盟則作為泰國食品出口的主要市場。

 2014 年泰國食品行業的出口情況將根據
世界經濟的復蘇而有所上升，而對於泰國食
品行業的主要進口國，除了歐盟國家之外,中
國和日本的經濟已經從全球債務危機中復
蘇。另外,需要密切關注美國白宮與國會間關
於提升債務上限的政治博弈；從泰國國內的
角度來看，一些公共機構對於大型項目的支
出也包括食品這一方面，因此，國內的食品
消費量應該不會下降太多。除此之外，也必須
要考慮目前泰國的政治僵局的影響。最後,泰
國政府預計將擴大食品生產的種類包括：畜
牧產品，特別是對新鮮雞肉的加工；漁業產
品；蔬菜和水果；以及糖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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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概況

人口（2010年） 6,600 萬

東協人口 6.16 億

教育普及率 96%

最低工資 300 銖/天

2013 年國內生產總值 3,850 億美元

2013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5,647 美元

2013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2.90%

2014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預值） 3.0-4.0%

2013 年出口增長率 -0.20%

2014 年出口增長率（預值） 5.0%-7.0%

2013 年貿易順差 64 億美元

2013 年流動結餘 -28 億美元

2013 年國際儲備 1,672.3 億美元

2013 年產能利用率 64.36%

2013 年生產指數 175.80

2014 年核心通脹率（預值） 0.7-1.7

2014 年整體通脹率（預值） 1.9-2.9

2014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2 月份） 106.71

（2011 年 = 100）

公司所得稅 10-20%

代扣所得稅 0-15%

增值稅 7%

3 月平均匯率 　

1 美元 = 32.39 泰銖 　

1 歐元 = 44.77 泰銖 　

1 英鎊 = 53.83 泰銖 　

100 日元 = 31.68 泰銖 　

1 人民幣 = 5.26 泰銖 　

2014 年前 10 位元出口產品（1 月 - 2 月）

產品 比重（%） 出口額（億美元）

1. 汽車及零配件 10.72 38.9

2. 自動資訊處理機及其配件 8.09 29.3

3. 寶石及珠寶 5.14 18.6

4. 精煉燃料 4.59 16.7

5. 聚乙烯、丙烯等 4.32 15.7

6. 化工產品 3.94 14.3

7. 橡膠產品 3.74 13.6

8. 橡膠 3.86   14

9. 電子積體電路 2.81 10.2

10. 機械及零件 2.99 10.8

                      總計          360.27

 來源：商業部

資料來源：
泰國央行

國際儲備/短期債務（%）

資料來源：
泰國央行

工業產能利用率（%）

資料來源：
  泰國證交所

泰國股市（SET）月收市值

資料來源：
泰國央行

匯率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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