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盟涵盖东南亚 10 个国家，目前总人口超过 6

亿，GDP 总量达 2.55 万亿美元。由于东盟各国个体

经济规模小、对外依存度较高、抵御外部风险能力

弱，1992 年，东盟开始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通过减

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盟区内贸

易与投资，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生产率和竞争力，

增强东盟的整体实力。

2002 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10

年，东盟老六国（印尼、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和泰国）实现零关税；2015 年，东盟十国将全部实

现零关税。

东盟经济共同体目标已完成80%

“ 在经历了 1997 年至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后，东盟国家普遍认识到，自由贸易区机制下的低水

平特惠贸易安排不足以应对外部冲击，只有建立统

一协调应对外部冲击的一体化机制，才能有效地保

证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泰国开泰银行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伍万通对记者表示。

2003 年，东盟峰会宣布 2020 年建成政治安全、

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共同体的目标，这标志着东盟

一体化建设正式启动。2007 年，东盟峰会决定 2015

年率先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建立单一市场与生

产基地、形成区域竞争力、经济均衡发展和融入世界

经济体系为四大目标，并确定了共同体建设的时间

表和具体措施。

据开泰研究中心资料显示，目前，《经济共同体

建设蓝图》总体目标已完成 80%。东盟经济共同体

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加大关税减免力度，区

内近 90%的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东盟老六国之间

基本实现零关税，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国间

关税降至 5%以下，并取消多项非关税壁垒，

设立东盟单一窗口。

据伍万通介绍，在《服

务贸易框架协定》

下 ，东 盟

成员间相互开放了 80 多个服务行业，支持区内交通、

旅游、通信等服务贸易发展；同时，东盟分别与中国、

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建成自贸区或签

署货物贸易协议，寻求基建方面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积极推进东盟公路网、泛亚铁路、东盟单一航运市场

等大项目，把互联互通作为加深一体化的保障措施。

伍万通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方面，已

经实施了《东盟一体化资本市场发展实施计划》，启

动区域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和资本账户自

由化。”

东盟经济一体化给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东盟经济一体化给在泰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带

来了新的机遇。”伍万通说。

他表示，作为泰国注册公司，中国投资企业可以

享受东盟经济共同体带来的三大好处：一是享受贸

易零关税以及东盟参与的自贸区的优惠待遇，避开

一些国家对中国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利

用东盟经济共同体服务自由流动政策向东盟拓展服

务业；三是利用泰国处于东盟地理中心的有利位置

和东盟互联互通的便利，以及东盟各国在原材料、劳

动力、基础设施、生产技术、产业集群、市场渠道和金

融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优势，在整个东盟区域完善生

产链以及研发、采购、营销、物流、资金运营网络，实

现最大的经营效益。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泰

国局势的动荡阻挡了不少潜在的中国投资者。

伍万通坦言，从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泰国政局处

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而且这种政治局势确实对经

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认为，长期来看，这次政变是一次权力调整，是

民主化进程中一个暂时但必要的中断。否则国家无

法有效管理，将会陷入一个混乱僵局。从形式上来

看，执政集团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他们的意图是

好的，是真诚的，希望国家能够恢复良好的状态。至

少从正面来看，一个强有力的集团来帮助国家回归正

常轨道，打破党派相争的政治僵局，使社会呈现出有

序的状态，也更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在泰国经营。

没有在总理府门前广场的示威集会

队伍中，汗流浃背地挤来挤去，确

实很难认清泰式政变的真实模样。从 1932 年起，泰

国经历了 1920 多次政变，换了 20 多位总理。除了游

行示威的那几条街道，其他地方泰国人的生活一切

照旧。就像泰国外交官苏查·良散通所说，到了泰国

才知道，政变不一定有枪林弹雨，也可以像赶庙会。

伍万通表示，泰国政府正在通过加大政府投资、

扩大内需、吸引外资这三大措施来恢复经济。从今

年下半年泰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这 3 项举措颇有成

效。他个人对泰国未来经济发展很有信心，预计明

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能达到 4%。

跨国投资，并不是只有财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

进行。伍万通表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泰国的经

营环境是相当好的，因为市场化程度较高，各类企业

能够相对公平地进行竞争，政府干预较少，对中小企

业还有不少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银行对中小企业

的金融支持也是相当积极，只要企业经营有方，让银

行确信你能盈利还款，一般都能得到贷款，对外商中

小企业也一样，开泰银行甚至设有专门的团队服务

华商中小企业，给予特别照顾和优惠待遇。

开泰研究中心资料显示，开泰银行不仅为中国

企业到东盟贸易投资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还提供

信息咨询、商务对接等非金融支持。最近，开泰银行

倡议创建了东盟加三银行联盟，已有本区域 9 国 36

家银行加入。加盟银行将共同开发金融产品，为本

区域企业的跨境业务活动提供无缝衔接的优质金融

服务，并提供深度信息和跨境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充

分把握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契机。

APEC符合亚太经济发展轨迹

APEC 已诞生 25 年，1/4 个世纪之久。随着合作

进程的推进，人们却发现 APEC 似乎难以实现最初

设定的目标，即成为一个促进亚太地区市场开放的

地区性组织。

APEC 被调侃为“清谈俱乐部”，因其提出的许多

设想没办法付诸实施。如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早在

1995 年大阪行动议程就已经确立具体的合作领域，

但是取得的成效却不尽人意。

伍万通认为，不应该对 APEC 太过苛责。事实

上，APEC 的出现与发展基本上符合亚太地区经济发

展的实际轨迹，因此不应对 APEC 寄予过高的期望。

他说：“APEC 作为亚太区域各方的交流平台，

更多的是发挥方向指南作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靠一次会议就完满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相互沟通，对达成一致意见十

分有益。”

他分析，不应该把 APEC 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

组织简单地进行类比。欧盟可以说是地区合作的典

范，但最大的特点它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成员

之间开展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虽是在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

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而 APEC 有 21 个

成员，其中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在发展水平存

在较大差异的地区中开展合作实属首例。在推行市

场开放方面，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利益诉求不可

能完全一致，合作难度可想而知。APEC 中有 7 个成

员是东盟国家，占比很大。APEC 以推动贸易投资自

由化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对东盟经济一体化也有

着促进作用。

“自 1989 年成立以来，APEC 就成为亚太地区各

方探讨和交流的平台。泰国是 APEC 的创始成员之

一，APEC 市场对泰国十分重要。”泰国驻华大使馆

商务公使庄派吉对记者表示。

亚太地区是泰国的重要市场

庄派吉说：“亚太地区是泰国重要的出口市场，2013

年，泰国同 APEC 成员的贸易总额达到 3181.5 亿美元，

约占泰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6%。2013年，泰国在APEC

市场充分实现了贸易平衡：对 APEC 市场的总出口额

为1583.7亿美元，总进口额为1597.8亿美元。”

泰国在 APEC 的三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中国、日

本和美国。中国是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第二大进

口市场，日本是泰国最大的进口市场。

庄派吉表示，泰国前五大 FDI 来源地中的 4 个都

是 APEC 成员经济体，分别为日本、美国、中国和韩

国。随着泰国不断完善投资推广政策，进一步改善

国家的基础设施，泰国将继续成为 APEC 成员体中

最具潜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资料显示，1994 年，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

印尼小城茂物举行，会议发表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领导人共同宣言》，与会领导人承诺，发达成员与发

展中成员分别于 2010 年和 2020 年达到贸易投资自

由化和便利化目标，该行动计划被称为“茂物目标”。

1995 年，APEC 日本会议发表了《执行茂物宣言

的大阪行动议程》；1996 年，APEC 会议通过了《马尼

拉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庄派吉说，APEC 正朝着实现“茂物目标”努力，

向贸易投资自由化方向迈进。他认为，自主自愿、非

约束性是 APEC 独具的特点。APEC 自身是论坛性

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不是机制化、约束性的自

由贸易协定。其采取的论坛模式尊重了亚太地区的

多样性，因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模式和具

体政策、市场开放程度、国力强弱等存在差异，如果

采取机制化体制，困难较大。

APEC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为宗旨，这恰好符合地

区成员的长期利益要求，就此而言，目前地区中还没有

哪一个合作组织能够完全取代APEC的地位和作用。

在 APEC 合作方式下，不计其数的合作项目成

功实施。此外，APEC 成员间也开展一些培训项目来

促进知识经验分享，其中包括了关注人力发展的技

术援助、企业能力建设和降低贸易成本等项目。

庄派吉表示，泰方会积极配合支持本届 APEC

会议，泰国总理、相关政府机构官员和大型企业代表

都会出席相关论坛。泰方希望 2014APEC 会议圆满

成功，东道主中国再塑国际化大国的形象。

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如期建成

东盟经济一体化问题备受关注，按照东盟经济

共同体蓝图，到 2015 年底，东盟将形成拥有 6 亿人口

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成为均衡发展、具备强劲经

济竞争力、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区域。

数据显示，印尼、新加坡、文莱、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 6 个较发达的东盟国家取消了 99.65%的货物

进口关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4 个较不发达的

国家已将 98.86%的货物进口关税税率降至 5%以下。

按照国内东盟专家的说法，容易的部分都已完

成，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了，包括制定标准要求、出

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加强投资部门的法规融合

和金融市场整合、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而去年

下半年以来，部分东盟国家政局动荡，给经济一体化

进程能否如期完成增加了变数。

庄派吉坦陈，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遇到了一些

阻力，既有市场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时至今

日，印尼大选已顺利完成，政治压力解除；泰国政局

稳定，政府全力恢复经济，已取得显著成效；菲律宾

经济发展平稳。可以说，现阶段是近几年来东盟国

家各方面比较平稳的时期。

今年，在东盟10国中泰国的经济增长率最低，泰国

政府希望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吸引外资等方

式加速经济增长。如果这 3项措施奏效的话，明年泰国

经济增长率将在4.5%以上，甚至有望达到5%至6%。

庄派吉说：“问题都能够解决，相信 2015 年底，东

盟经济共同体一定能如期建成。”

庄派吉表示，东盟有 6 亿人口，东盟与许多国家

签订了 FTA。近 20 余年间，在 APEC 的发展框架下，

东盟互利互惠，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泰 国 处 在 东 盟 的 中 心，对 周 边 能 起 到 辐 射 作

用。同时，泰国投资优惠政策也很吸引人。国外企

业若考虑投资东盟的话，泰国是首选。

中国应成为泰国投资首选

“在我个人看来，在 APEC 成员中，中国应该成为

泰国企业的投资首选。”庄派吉说，有几个因素：一是中

国市场大，经济发展平稳。中国的生产能力强，原材料

丰富，投资政策优惠，同其他国家签订了许多合作框

架，对投资者拓展第三国市场很有帮助；二是中国地域

广大，进入中国市场，方便进入中国的周边国家，打开

周边市场；三是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强，中泰企业可

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据庄派吉介绍，泰国企业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

几大领域：农业及农业加工产业，代表企业为正大集

团、东亚糖业；能源领域，代表企业为万浦集团、萨哈

联盟集团；金融领域，代表企业为开泰银行、盘谷银

行和泰国商业银行。此外，泰国企业在中国食品饮

料、药材、矿产、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也有大量投资。

据了解，食品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每年产值约

为 330 亿美元。为了加速食品产业发展，泰国政府已

经规划了增进该产业竞争力的路线图和政策框架，以

“世界厨房”理念为基础，把泰国打造成世界性的食品

中心。泰国已是食品生产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

庄派吉表示，中国目前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泰国公司生产管理均已达到国际标准，食品加工领域还

有很大的投资潜力。事实上，泰国食品加工和饮料企业

在中国已深耕多年，很多产品已被认可，如泰国著名能

量饮料品牌红牛（Red Bull），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庄派吉认为，服务业是中泰未来合作的新领域。

泰国服务业发达，无论是餐饮、酒店还是按摩，都能达

到国际水准。“泰式微笑”是泰国服务业最著名的招

牌，其魅力在于微笑背后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友

善，发自内心地愿意为您服务。通过双方合作，相信

中国的中小城市的服务业也可以达到国际化的标准。

据庄派吉介绍，目前，泰国服务业企业投资中国遇到

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工作证配额问题。按照规定，工作

证配额是按照企业的注册资金来分配的，小型服务行业

企业只配两三个。以中小型餐厅为例，只有经理和主厨

能从泰国聘请，员工培训根本无法进行，泰式风情服务的

精髓无法传授给本地员工。事实上，泰企是愿意培训本

地员工，增加地方就业的，因为聘请本国员工来华工作成

本很高，并不划算。本地员工培训3个月至6个月就会有

很大进步，1年左右就完全可以达到岗位要求。

大型企业则对地方政策多变很敏感，例如东亚糖

业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已 10 年，凭借高品质的产品、良

好的市场口碑，东亚糖业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而此

时地方政府下令缩减其甘蔗种植面积，这对东亚糖业

发展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有些地方政府以加强环保

为由，对耗能企业严格控制，强行回购泰国企业股权。

庄派吉说：“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商务部、

中国贸促会都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由于抗风险能力

有限，许多中小型企业觉得进军中国市场还是困难

重重。我不希望泰国企业对中国有这样的印象，在

中泰两国政府帮助下克服困难，毕竟中国市场前景

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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