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国和泰国双边贸易总额为 277.3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7.1％。其中，中国对泰国出口 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9％；自泰国进口

1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4％。中方逆差 82.0 亿美元。中国对泰国出口的主要

产品为电动机械及零配件、电脑及零配件、钢铁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化工

品、布匹、家用电器、矿产品及废旧金属、集成电路、日常用品等，自泰国进口

的主要产品为电脑及零配件、塑胶粒、天然橡胶、原油、化工品、木薯产品、集

成电路、钢铁产品、木材及木材产品、液化气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年底，中国公司在泰国累计完成承包工程

营业额 24.2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2.1 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泰国的非

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955 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泰国对中

国投资项目 108 个，合同金额 3.7 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 1.4 亿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泰国与贸易及投资促进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货物进出口控制法》、《关

税法》、《出口商品标准法》、《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外商经营企

业法》、《直销贸易法》、《电子交易法》、《商业协会法》、《外汇管理法》和《商业

竞争法》等。 

泰国负责投资与外贸的主要管理部门包括：商业部、工业部投资委员会和财

政部海关厅。2006 年 2 月，泰国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成立发展国家特别投资委员

会。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关税制度 

泰国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平均适用最惠国关税税率为 11.46％，其中农业



部门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24.32％，工业部门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9.48％。高关

税主要集中在同泰国产品构成竞争的进口产品上，包括农产品、汽车及汽车配件、

酒精饮料、纺织品、纸及纸板制品、餐厅设备以及部分电器等。 

（1）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关税减让 

根据 2005 年 7 月正式实施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

协议》，2007 年 1 月起，中国和东盟 6 个原成员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60％商品的关税将降至 0～5％；到 2010 年中国—

东盟将建成自贸区，绝大多数正常产品关税降至零。 

1）  针织产品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泰国对针织服装的关税从 30％降至 12％。2007 年 1

月 1 日起，棉制内裤等产品的从量税，从每件 0.16 美元降至 0.06 美元；棉制衬

衫等产品的从量税从每件 0.32 美元降至 0.13 美元。 

泰国将部分女上衣、女裤、男女衬衫、睡衣、婴儿服、部分短袜等共 28 个

税目的产品列为一般敏感产品。这些产品的关税在 2012 年 1 月 1 日前将维持现

行的 30％的关税税率。 

2）  棉织品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泰国将对棉布征收的从价税从 20％降至 12％，从量

税从每公斤 0.41 美元降至 0.1 美元；对棉纱的进口关税从 10％降至 5％。  

3）  短纤类及长丝类产品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泰国将对化学纤维短纤纱线和长丝类纱线的进口关

税从 10％降至 8％；对化学纤维短纤的织物及长丝类织物的从价税从 20％降至

12％，同时将从量税从每公斤 0.41 美元降至 0.1 美元。 

（2）  东盟新成员关税优惠 

2007 年至 2009 年的三年内，根据东盟优惠关税整合系统，泰国将给予东盟

的三个新成员国，即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特别进口关税优惠。 

2．  进口管理制度 

（1）   限制进口产品 



泰国商业部负责进出口许可证的管理工作。泰国商业部依据 1979 年《货物

进出口控制法》制定进口限制产品类别。进口受控制进口的产品，需要向商业部

申请获得进口许可证。受到进口限制的通常是对泰国国内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产

品，目前共有至少 26 类产品需要进口许可，包括多种原材料、石油、工业原料、

纺织品、医药品、药品和农产品等。 

（2）  禁止进口产品 

泰国禁止进口二手摩托车、零部件及赌博机。 

（3）  临时禁止进口令 

2006 年 4 月 28 日，泰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有关临时禁止在泰国

境内销售矫正钢丝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法令。该法令的内容包括：暂时禁止在泰

国销售时尚矫正钢丝，直至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撤销该法令；任何想要销售、生产、

订购或向泰国进口此类产品的人都必须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以便测

试或证明其产品不会伤害消费者。 

3．  出口管理制度 

泰国出口控制的产品主要是大米、糖、玉米及其他农产品。部分属于受法律

规定的保留产品，尤其大米、糖等食品类产品，在优先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方

可出口。根据 1979 年《出口标准法》，一些产品的出口需要出口许可证。 

泰国还对大米、动物皮、橡胶、木材、生丝、铁皮、鱼粉等产品征收出口税。 

4．  贸易救济制度 

根据泰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法》，泰国倾销和补贴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倾销和

补贴做出初裁并评估征收临时罚金，泰国商业部长有权对该委员会的建议进行核

准。泰国商业部下属的对外贸易厅（简称外贸厅）负责对倾销进行调查，内贸厅

负责对损害进行调查。外贸厅下设贸易利益保护办公室，负责倾销和补贴审查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反倾销研究、申诉、审查、损害评定、整理有关资料向

委员会汇报等工作。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基本规定 



1999 年颁布的《外商经营企业法》是泰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该法

对外国投资限制，许可证要求，各种费用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该法案在附件中对限制外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属因特殊理由明

确禁止外国投资的领域，共 9 种，包括报业、广播业和电视业；水稻种植业、果

菜种植以及园林；畜牧业；林木业、原始森林木材加工；泰国水域以及泰国经济

水域内的水产捕捞业；泰国草药材的提炼；泰国古董或国家历史物品的交易及拍

卖；佛像、和尚衣钵的制造或浇铸业；土地交易。 

第二类属于严格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具体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涉及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业，包括军火弹药，各种武器军备的生产以及国内海陆空运输

行业；第二组涉及对泰国文化艺术、传统以及民间手工艺行业，包括木雕木刻、

养蚕业、丝绸丝线、泰国乐器、金、银、铜、漆器、陶器、瓦器等的生产；第三

组是对自然资源或环境有影响的行业，如盐业（包括低下盐）、采矿、制糖业、

木材家具加工业等。 

第三类属于泰国对外国不具竞争力的行业，共 21 种，包括碾米、水产养殖、

食品饮料销售、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建筑服务、工程服务业、广告、酒店、导

游等。 

如外商有意投资第二类和第三类行业领域，必须向泰国政府申报许可证，分

别由国务院和商业注册厅厅长审批。自申请文件递交之日起 60 天之内完成审核。

审批期限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 60 天。批准后须在 15 日内

颁发许可证。 

该法案还对投资额度进行了规定。外籍人士在泰国开设商业经营的最低资本

额不得少于 200 万泰铢(约合 5.4 万美元)；对于从事上述法案附件中需要获得批

准的行业的，最低资本额不得少于 300 万铢(约合 8.1 万美元)。 

2.   投资促进政策 

2000 年 8 月，泰国政府在其投资政策中将泰国划分为一、二、三个投资区，

分别享受不同税务优惠政策。一区由中部的六个府组成，包括曼谷及周边 5 个府；

二区由 12 个府组成，相当于第一区的外围；三区包括其他东西南北 58 个基础设



施较差的边远府。之后，泰国投资委员会每年都推出后续鼓励投资的政策，促进

对目标产业的投资。 

（1）  医药业 

药品与卫生业是泰国政府大力发展的重点行业。2005 年 12 月，泰国投资委

员会扩大了对医药行业的投资优惠范围。新政策不仅覆盖对活性成分的生产，而

且也覆盖人及动物使用的药品及疫苗等成品药的生产。 

对于投资委员会支持的药品项目，将免征机械设备进口关税，并且根据项目

所在地的不同，可获得 5 至 8 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 

泰国政府规定，到 2008 年，所有的药品生产企业都要达到国际药品检验合

作公约(PIC/S)的药品良好生产规范，即 GMP 标准；并要求享受优惠政策的制药

公司在经营 2 年内达到 GMP 标准。 

（2）  三大重点发展行业 

2006 年 5 月 22 日，泰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 3 个重点发展产业的额外投资鼓

励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电子业：投资超过 300 亿泰铢的项目以及政府优先考虑的投资活动，将得到

最大的税收优惠以及其他的资助措施，包括设立人力资源基金以及研发基金等。 

石化业：对于生产氯化钠、氯、苛性钠、盐酸、过氧化氢等 5 种石化部门基

础制剂的公司，将提供投资促进优惠。 

汽车橡胶轮胎业：对于投资一区和投资二区内的项目的扩大工程，将提供进

口机械免税。对于园区之外的轮胎生产商的扩大规模也提供进口机械免税。在此

之前，区域外的项目企业无法享受此种优惠措施。 

（3）  开放节能汽车制造业的投资 

2006 年 11 月，泰国促进投资委员会放开对节能环保汽车制造的投资限制。

对于投资商的具体要求包括：必须有详尽的投资和经营计划，包括汽车零部件和

发动机制造；投资生产计划（不少于 5 年），并在第 5 年时汽车生产量不能低于

10 万辆；生产的节能汽车 100 公里消耗不得超过 5 升燃油，排放尾气的标准也

不得低于欧 4 的排放标准。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泰国从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对过境旅客实施新的签证法规。新的法规规

定，对过境游客落地签证每年可续签两次，每次签证在泰国境内逗留最长时间不

得超过 90 天。 

目前，泰国给予中国、美国和印度等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过境“落地签”

待遇。新措施规定，可在泰国享受“落地签”的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在泰国初

次办理过境落地签证后可逗留 30 天，过境落地签证最多只可续签两次，持过境

落地签证在泰国逗留时间不得超过 90 天。 

（四）  针对具体商品的管理措施 

1．  高碳钢盘条的强制性标准 

2006 年 4 月，泰国工业部工业标准协会宣布对高碳钢盘条实行强制性标准。

该标准包括用于制造硬拉拔钢丝的高碳钢盘条、热轧钢丝、预应力混凝土用冷轧

拔钢丝、镀锌钢丝绳、钢缆等，但不包括用于制造钢琴弦的钢丝。泰国根据其化

学成分将产品分类为 21 种编号，该标准规定了直径公差、每种编号的化学成分

及外观。该标准还规定了标签标识、抽样与合格标准以及测试方法等。 

2．  家用洗衣机安全要求 

2006 年 4 月，泰国工业标准学会向 WTO 通报了家用洗衣机安全标准要求，

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洗衣机的安全要求，单向供应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三向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480V。 

3．  微波炉安全要求 

2006 年 4 月，泰国宣布制定了微波炉安全要求。该标准包括额定电压不超

过 250V 的微波炉及组合微波炉的安全要求。 

4．  光纤电缆规范 

2006 年 4 月，泰国宣布制定了《光纤电缆第 3—10 部分：管道光导通信电

缆和直接掩埋光导通信电缆的室外电缆系列规范》和《光纤电缆第 3—20 部分：

光导自支持架空通信电缆的室外电缆系列规范》，规定了光导通信电缆的符号和

规范。2006 年 9 月，泰国工业标准协会提议修订《光纤电缆第 3—30 部分：关



于跨江、湖光纤通信电缆的户外电缆系列规范》，规定上述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

执行。 

5．  碱性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 

2006 年 4 月，泰国向 WTO 通报了《含碱或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电

池组，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及其制成的电池组的安全要求》，该标准规定了含碱或

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和电池组的型式批准、试验和要求、安全

装置操作、标志和包装要求。 

6．  织物有害染料标准 

2006 年 4 月，泰国向 WTO 通报了《织物：防止有害染料和化学物质的危险》

的通报。该标准规定了织物的质量，包括以全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和混合纤维制

成的机织物、针织物或钩编织物和无纺织物，以及防止有害染料和化学物质危险

的要求。还规定了包装、标志和标签、抽样和合格准则等内容。 

7．  合成色素标准 

2006 年 7 月，泰国工业部泰国工业标准研究院发布了合成色素还原染料和

硫磺染料的强制性标准并取代之前的相关标准，规定了危险芳族胺、自由芳族胺

和重金属含量；对含水量、色差、对人造光线的色彩稳定性、洗涤、漂白剂和擦

拭的要求；以及对包装、标志和标签、抽样与合格标准及测试的要求。 

8．  食品安全标准 

2006 年 1 月，泰国推出首例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凡在泰国销售的畜肉、禽

肉、禽蛋制品必须经过质量认证部门认证，并标有绿色“Q”形安全标记方能上市

销售。泰国将首先对猪肉、牛肉、鸡肉和鸡蛋将首先进行质量认证。 

9．  进口水生动物卫生要求 

2006 年 3 月，泰国渔业部发布规定：泰国水生动物养殖场或公司的设施在

获得进口许可前，必须符合渔业部的检疫标准；水生动物及其配偶子在到达口岸

时必须随附有原产地及卫生证书，卫生证书必须由主管机构或其授权的实验室出

具，且由兽医、授权官员或检验员签发；进口后，水生动物至少接受 21 天的检

疫，鱼类卫生检疫人员需对其进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列疫病、疱疹病及其他传



染病病原体检验。泰国渔业部于 2006 年 5 月 1 日起启用新的卫生证书。 

10．  化学污染物的食品标准草案 

2006 年 5 月，泰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宣布制定了有关化学污染物的食品标准

（NO.2）。 该草案将“孔雀石绿及其盐”纳入食品禁止物质名单。 

11．  密封集装箱内食品的法规草案 

为防止集装箱食品遭受污染，2006 年 7 月，泰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了第

144 号通报草案，对密封集装箱内不同 PH 值的低酸性食品的细菌标准和处理方

法做出了规定。 

12．  乳类加工管理规范 

2006 年 6 月，泰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宣布制定了关于乳类加工的管理规范，

拟按照良好生产规范管理乳类加工，特别是经巴氏消毒法处理的液态即食奶制

品，按照该规范，企业、场所、加工设备、卫生、个人卫生、记录和报告应符合

其相关的规定。过渡期为该规范生效之时起一年。 

13．  植物有害生物及携带物的相关法规 

2006 年 8 月，泰国农业部宣布制定了有关植物有害生物及携带物的法规草

案。该草案规定了作为限定物来源的植物及其产品的名单及一些例外情况和条

件，特别是那些被从禁止名单撤下的植物及其产品必须经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以证

明其合理性。在 

该草案对传统进口产品提供过渡期， 

规定生效前的过去 5 年内，对传统进口产品提供了过渡期，在完成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之前，仍允许进口，但 

在草案 

生效后的 60 天内向相关国家植物保护机构申请进口许可。 

该草案于官方公报公布次日生效。 

14．  零食标签要求 

2006 年 10 月，泰国对炸马铃薯片、炸玉米片、大米花、饼干、夹心维夫饼

干以及食物委员会此后认为有必要确定、并由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办公室通报的



其他零食，公布了零食标签要求，要求标签上应在白色背景框内以 5mm 红色字

体注明“儿童应少吃”的文字；标注胆固醇（至少 2mg/每食用单位）和其他相关

营养声明规定所要求的成分；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与清晰文字显示能量、糖分、脂

肪和钠盐营养含量。新标签规定的过渡期为一年。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1.   关税高峰 

高关税仍然是部分中国产品进入泰国市场的主要障碍。高关税产品主要包

括：农产品、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酒精饮料、纺织品、纸张及纸板产品以及部分

电器。 

泰国的即食产品的进口关税为 30％～50％，是东盟地区最高的，咖啡的进

口关税甚至达到 90％。肉类、新鲜水果及蔬菜、新鲜奶酪及豆类(干豌豆、小扁

豆和鹰嘴豆)的关税也非常高。泰国对某些国内很少生产的产品也征收较高关税，

例如泰国对冷冻炸薯条征收 30％的进口关税。 

泰国某些产品的消费税非常高，例如无铅汽油、啤酒、葡萄酒、蒸馏酒精等。

如果将所征收的关税、消费税以及其他额外费用加在一起，威士忌酒的总税负大

约为 169％，进口葡萄酒的总税负近 400％。葡萄酒的消费税为 60％或每升 100

泰铢(约合 3 美元)。除葡萄外的由水果制成的发酵类酒，即山竺酒的消费税为 25

％或每升 75 泰铢（约合 2 美元），二者取较高值。 

2．  关税升级 

泰国存在关税升级现象，未完成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税比相关的成品高。泰

国对大部分初级产品征收 5％的关税；对中间产品一般征收 10％的关税；对成品

一般征收 20％的关税；对需要保护的特殊商品征收 30％的关税。 

3．  关税配额 

泰国对 23 种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产品包括桂圆、椰肉、牛奶、奶油、

土豆、洋葱、大蒜、椰子、咖啡、茶、干辣椒、玉米、大米、大豆、洋葱籽、豆

油、豆饼、甘蔗、椰子油、棕榈油、速溶咖啡、土烟丝、生丝等。在配额内进口



上述产品在配额内征收较低关税，对配额外进口征收较高关税。例如，玉米的进

口配额是 544.4 万吨，配额内关税为 20％，配额外关税则高达 73.8％。 

中方密切关注泰国实施关税减让措施的进度，希望尽早开放实行关税配额管

理的农产品市场。 

（二）  进口限制 

1.   进口许可证 

泰国目前仍对至少 26 类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包括许多原材料、石油、

工业材料、纺织品、药品及农产品。进口食品、医药产品、矿产品、武器弹药、

艺术品等，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特别许可。 

肉类产品的进口许可证需要缴纳较高的费用。牛肉和猪肉的进口许可证费约

为 114 每吨美元，禽肉每吨 227 美元，内脏每吨 114 美元。这些要求大大增加了

进口的成本。泰国对进口许可证的这种管理方法是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泰国市场的

主要障碍。 

2. 季节性进口限制 

尽管泰国政府在有许可证保证的前提下，相对开放了玉米、大豆及豆粕等饲

料原料的进口，但是却在发放许可证时附加了其他要求。例如，要求进口玉米只

能在每年的 3 月和 6 月进行，这种季节性限制违反了 WTO 的相关规定，阻碍了

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 

（三）  技术性贸易壁垒 

1.   食品药品进口认证 

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定，所有食品、香烟、化妆品、医药品、饲料、肥料、

动植物、种子、医疗器械、精神药物、挥发性物质等必须获得进口认证方可进口。

指定的食品储藏室须经该局的检验后方能使用。食品的进口许可证均须每三年更

新一次，但是该认证过程相当繁琐，要求到中国驻泰国使馆经商处加盖签章，文

件送达管理局后还需要重新收费；且最长耗时达一年。药品进口许可证每年更换

一次，同样需要缴纳有关费用。上述规定给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不必要的

障碍。  



2.   强制认证 

泰国要求对 10 个行业的 78 类产品依据强制性标准进行认证，其中包括农产

品、建筑材料、消费品、电器及其附件、PVC 管、医疗设备、液化石油气钢瓶

以及车辆等。另外，泰国也曾在缺乏前期准备或试验检查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推

行新的强制性标准，导致产品无法适时通关，从而对出口商造成损失。 

（四）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1.   食品化学添加剂检测 

自 2005 年 4 月，泰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开始执行食品安全测试的新规定，

要求所有进口食品接受多种化学添加剂的检测。另外，泰国还规定，所有加工食

品必须提供详尽的成分列表和生产过程说明。这些规定增加了进口商的负担，而

且泰国未提供该规定的风险评估依据。 

2.   高风险食品进口卫生证书 

2006 年 2 月，泰国向 WTO 发出通报，要求进口高风险食品必须附带生产国

主管机构或其官方认可机构签发的卫生证书。  如果能证明生产国没有这样的机

构能够提供卫生证书，则进口商可以向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的国内机构申请

获得这一证书。高风险食品产品的范围由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过风险评估来确

定。 

由于泰方未列明具体的产品范围和食品名称，导致了上述规定执行的不确定

性。中方希望泰国能明确相关规定，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

划分高风险食品。 

（五）  政府采购 

泰国不是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虽然泰国有关政府采购的法规

要求给予其他国家非歧视待遇，并对所有竞标者开放竞争，但在实际操作时，泰

国国内企业在招标首轮价格评估中，可以自动得到 15％的价格优惠。政府采购

部门有权在任何时候接受或拒绝部分或所有投标，甚至可以在招标过程中修改技

术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招标结果。这些做法导致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

国企业在投标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此外，根据泰国的法规，对于每个金额超过 3 亿泰铢或者 770 万美元的政府

采购合同，外国中标企业必须回购价值不低于合同金额 50％的泰国产品。这种

规定提高了中标外国企业的经营成本。 

中国对于泰国的上述做法表示关注，希望泰国有关部门为政府采购招标创造

一个公平、公开的贸易环境。 

（六）  贸易救济措施 

泰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并非完全透明和公正。泰国商业部外贸厅负责

解释 1995 年颁布的《商业部关于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通告》中的条款及其

具体要求和程序。泰国于 1999 年 7 月出台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但是商业

部外贸厅对于其中许多条款的具体解释仍未出台。这种立法上的滞后造成泰方相

关机构自由裁量权过大。截至 2006 年底，泰国尚未对外提供该法的英文版。 

自 1995 年以来，泰国共对我国发起 6 起反倾销调查。其中 2006 年泰国对我

国新发起 3 起反倾销调查，主要涉及盘条、玻璃砖和氧化锌等产品。 

（七）  补贴 

泰国仍然保留了支持某些特定工业产品及农产品加工贸易的项目。这些项目

包括各种税收优惠、进口税的减免、政府部门之间买卖泰国大米可以获得低于市

场利率的信贷以及给予出口商优惠融资待遇。这些都可能构成出口补贴。中方将

继续关注泰国政府的出口补贴措施的实施动态。 

（八）  服务贸易壁垒 

1.   电信服务 

2005 年泰国政府对电信领域进行了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外国投资

者进入泰国电信业仍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泰国对电信领域的开放程度有限。泰国国家电信委员会的 2005—2007 电信

重点计划，规定了 3 类需要颁发的电信许可证的标准。 

目前泰国的移动电话业务主要由 3 家泰国私人公司主导，这 3 家公司都和外

资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是固定电话和国际长途业务继续由国有企业 TOT 公司

和 CAT 公司控制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虽然泰国政府有意对这两大国有企业进行



部分私有化，但是具体的政策措施还不十分明确。 

 2.   邮政业务 

2002 年，泰国政府将长期亏损的泰国邮政厅改组为泰国邮政公司，使其继

续保持对泰国邮政的垄断。虽然自 2004 年之后，泰国允许私营公司提供有限的

服务，比如私营企业可在某些地区建立信件接收网点并提供分拣服务，但不允许

从事信件投递服务。泰国政府还制定了邮政长期计划，确保泰国邮政公司对信件

投递的垄断持续到 2012 年。2012 年市场完全开放后，私营企业将被允许自由定

价和投递信件。目前，私人快递业务公司递送每件包裹要被收取 37 泰铢（约合

1 美元）费用，包括邮资和违反邮政服务垄断的罚款。泰国邮政业的这种垄断经

营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限制了外国公司的进入。中方对泰国邮政业的开放表

示关注。 

 3.   金融部门 

虽然泰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后对外资进入金融部门采取了自由化举措，但是

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限制。例如，外商可以从事经纪服务，但外资比例超过 49

％的泰国证券公司仍需要逐个批准。 

外商对泰国银行的最大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25％。由泰国央行起草并通过的

《金融部门管理计划》规定，将在央行“认为合适”的时候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49

％。该计划还要求所有的泰国存款机构都应成为零售银行或商业银行。泰国银行

还表示，在泰国银行市场条件能够允许更多的竞争参与之前，将不再发放新的银

行许可证。 

目前外资银行在与泰国国内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泰国仅允许外资

银行开设一家分行，而且不允许经营异地自动提款机业务，否则将被视为开设分

支机构。外资银行还必须拿出至少 1.25 亿泰铢的资本金(约合 310 万美元)用于购

买泰国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证券或直接存入泰国银行。 

4.  建筑 

泰国对于建筑承包工程市场实行有条件的开放。建筑业不在泰国鼓励投资目

录之列。泰政府对要求在泰国设立办事处、代表处等非赢利性机构的外国申请者



从严审批甚至不批。外国企业要在当地注册经营一般需要与当地企业合资，且外

方持股不得高于 49％。泰国对外国承包商输入经营管理类人员也有严格限制，

一般规定，企业注册资金在一亿泰铢以上者，每输入一名外国人员需雇用四名当

地劳工；企业注册资金在一亿泰铢以下者，每申请一名外籍人员需雇用五名当地

劳工。输入一般工种劳务严格受限。外国公司只能承包外资资本在 5 亿泰铢（约

合 1350 万美元）以上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一般不得参与泰国政府预算内各类

项目的承建。泰国禁止外国人从事工程师或建筑师职业，外国人只能从事这一领

域的咨询工作。 

5.  运输 

泰国规定，公路运输中外资的持股不得超过 49％。2005 年出台的《多式联

运法》对于运输服务贸易构成了新的壁垒，对外国船公司开展业务造成了不确定

性。该法案要求外国船公司在泰国经营多式联运服务时，需在泰国组建公司或者

指定一家泰国机构。否则，将予以重罚，包括每笔合同 5 万泰铢（约合 1350 美

元）的罚款。中方希望泰国随后出台的执行条例能够取消对外资船运公司的限制。 

6.法律服务 

根据泰国的法律，外资参与泰国律师事务所的股份不得超过 49％，且禁止

外籍律师在泰国执业，只能从事法律咨询业务。 

7.   会计 

外国人不能获得泰国注册会计师许可证，因而无法在泰国提供会计服务。外

籍会计师只能作为商业咨询师提供服务。 

8.   医疗 

泰国政府严格限制医疗服务领域（如医院、诊所、体检服务）的市场准入。

泰国政府所有的医疗机构不需要向其他私营机构一样进行注册。而政府医疗机构

不需要进行安全检测，就可以直接生产和销售外国上市的通用配方药。 

9.   劳务 

泰国对外籍劳工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普通外籍劳工被严格禁止进入泰

国市场，只有在泰国当地无法找到的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和管理人员，在泰国劳工



部申请并办理劳工证后方可在当地工作。 

四、  投资壁垒 

（一）   外资准入限制 

泰国《外商经营企业法》对于外国在泰的投资做出了框架性规定，很多部门

都禁止外国投资。 

该法案第十五条规定，外籍人士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方可从事该法案附

件第二类中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文化艺术以及影响自然环境的行业：泰国人或

按照该法规定的非外国法人所持的股份不少于外国法人公司资本的 40％（除非

有适当原因，商业部长根据内阁的决议可以适度放宽上述持股比例，但最低不得

低于 20％）；泰国人在外商经营企业中所占的董事职位不少于 2/5。 

《外商经营企业法》还包含一些需要申请许可证的项目，但是实际上除非属

于两国政府间谈判达成协议的特定项目，一般很难获准。 

（二）   修改外商投资法 

2007 年 1 月 9 日，泰国内阁“原则上”批准了对外商投资法的修改，限制外

国投资商持股比率或投票权不得高于 50％。也就是说，一旦法律正式实施，持

有超过 50％股份的外资企业必须在 1 年内降低他们的持股数量；而拥有 50％以

上投票权的外资企业必须在两年内减少其投票权。 

修改后的法律将可能迫使外国投资者将其在泰国公司的部分股权廉价出售

给泰国投资者。外国投资商们对此表示担心。中方认为泰国的这一做法与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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