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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数据，2019年泰国全年经济增速下降，增长率仅为

2.35%，低于预期。

物价方面，2013~2016年，泰国CPI同比呈现震荡

向下趋势，2016年以来CPI同比有所反弹，2019年为

0.71%，低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方面，泰国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持续上

升，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2019年，泰国服

务业占GDP的58.6%，较上年提高1.52个百分点。

区域经济方面，当前泰国正积极推进东部经济走廊

（EEC）建设。EEC是泰国国家级经济特区，是当前该国

执政政府的旗舰项目，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EEC旨

在帮助泰国提升科技发展水平，服务目标产业，成为连接

东盟国家和对接“一带一路”的新工业基地，以提升泰国

未来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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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泰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4%~5%，那么该国每年电力需求增长

将达到5.8%左右。正因此，泰国希望通过发展新能源，应对潜在

的电力需求。

近期，泰国电力局（EGAT）宣布打造全球最大的浮

动式太阳能项目。未来16年内，该国将陆续建成8个浮动

式太阳能电站，预计总发电量将达到2725兆瓦。

事实上，备受电力短缺困扰的泰国一直希望解决两个

问题：一是电力供应不足，二是严重依赖化石能源。浮动

式太阳能项目的启动，正是该国能源结构优化策略中的重

要一步。

助力泰国实现低碳转型、帮助其改变对化石能源的高

度依赖，同样是我国能源企业可以借助“一带一路”东

风，与泰国实现合作的机遇。

重三产、轻基建
2010年后，泰国经济始终呈现正增长态势，但近5年

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泰国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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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其余分布在南部的素叻他尼、董里、甲米和东北部的

柯叻、加拉信府。

泰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根据BP《世界

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9年，泰国探明石油储量约

3000万桶，探明天然气储量约2000亿立方米，呈现逐年递

减的趋势。

能源供给方面，2000~2015年，泰国一次能源供应呈

现持续增长态势，2016年以来，一次能源供应出现明显回

落。2018年，泰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为1.336亿吨油当量，

较2015年下降1.17%。

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石油占比最高，截至2018年年

底，石油为5535.9万吨油当量，占比41.4%，天然气占

26.6%，生物和废弃物燃料占19.2%，煤炭占11.9%。可

见，化石能源占泰国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80%左右。与之

相比，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占比仅为

为推进EEC建设，泰国政府专门制定了《东部特别经

济开发区法案》，针对税收、劳工、土地政策等方面推出

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和优惠政策，包括调整优化PPP模式，

增加BOI优惠政策等。此类优惠政策均为EEC“量身定

做”，泰国其他地区无法享受。

2019年1月，泰国南部经济走廊（SEC）整体发展规

划方案正式获得泰国内阁通过，这是继EEC后，泰国政府

推出的又一个能够改变泰国未来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的战略

计划。

基础设施方面，泰国的公路交通运输业较发达，公路

网覆盖全国城乡各地，基本与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

其中，泰国与我国主要通过昆曼公路连接。

泰国铁路建设相对落后。据泰国交通部统计，2019年

泰国铁路网里程仅为4645千米，4条主要铁路干线以曼谷

为中心向北部、东部、南部及东北部延伸，向北到清迈，

向东到老挝边境，向南到马来西亚边境。

泰国航空业比较发达。其中，民用航空业发展较快。

由于航空货运的费用较高，航空货运总额仅分别占国内货

运和国际货运总额的0.02%和0.3%。

泰国的水运分为海运和河运两种。内陆水道长4000千

米，湄公河和湄南河为泰国两大水路运输干线。目前，泰

国全国共有47个港口，其中海湾港口26个，国际港口21

个，包括8个国际深水港，海运线可达中国、日本、美国、

欧洲各国和新加坡。

泰国电信业比较发达，各种形式的电信网络已覆盖全

国各地。当下，泰国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扩大宽带网络覆

盖范围。

重煤油气、轻新能源
总体看，泰国化石资源赋存较为丰富，石油和天然气

是该国最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煤炭也有一定赋存。

泰国煤炭资源主要是褐煤和烟煤。截至2019年年底，

泰国煤炭总探明储量为10.63亿吨，储采比为76年。80%的

煤炭资源分布在北部的清迈、南奔、达府、帕府和程逸一

 / 65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1 / 07

泰国GDP同比

泰国CPI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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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泰国CPI指数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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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从电力供应看，泰国自身的发电能力基本能满足国内

需求，中资企业前往当地投资设厂一般不需要自备发电设

备。但伴随经济发展，电力供需矛盾已经日益突出。 

2013~2019年，泰国发电量保持增长趋势。2019年，

泰国全国发电量为186.5太瓦时，比上年增长5.0%，较

2013年增加10.6%。

从电力生产结构看，天然气发电在泰国发电结构中

占比最大，截至2019年年底，泰国燃气发电量为1218.41

万千瓦时，同比增加34.1%。但由于天然气产量降低，气

电在全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已从2014年的65%降至57%。

此外，燃煤发电、电力进口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别占全国

发电量的17%、12%和10%。

截至2019年，泰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1199.1万千

瓦，位列东南亚地区第一。其中，水电装机容量为366.7

万千瓦，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30.6%，相比2013年

增长了9.2万千瓦。水力发电量为6.3太瓦时，比上年下降

16.9个百分点，约占全国发电量的3.38%。

泰国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相对较小，但起步较

早。目前，泰国是东南亚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国家。

2011~2019年，泰国太阳能发电行业实现了巨大飞跃，

装机容量从7.9万千瓦增至298.8万千瓦，增长近40倍。然

而，2019年以来太阳能装机容量增速显著回落，2019年，

泰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仅为2.1万千瓦。2019年，太阳能

发电量为5太瓦时，同比增长0.5%，占总发电量的2.68%。

泰国也是东南亚风力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从

2012年的11.2万千瓦增至2018年110.3万千瓦，增长近

10倍。截至2019年年底，泰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150.7

万千瓦，较上年增加36.6%。2019年，泰国风力发电量为

2.7艾焦，同比增加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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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泰国能源部门测算，泰国GDP每增加1%，相应的

电力需求就增加1.4%。如果泰国经济维持在4~5%的增长

率，则每年电力需求增长将达到5.8%左右。为应对可能出

现的电力紧缺，泰国正与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积极开展

合作，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

需求。

能源消费方面，受经济放缓等因素的影响，过去7年

中，泰国一次能源消费呈现低速增长趋势，尤其是2019

年，泰国一次能源消费为5.61艾焦，同比增长仅为0.5%。

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2019年泰国石油消费为

2.72艾焦，占一次能源消费的48.5%，较上年提高0.6个百

分点；天然气（1.83艾焦，32.6%）和煤炭（0.71艾焦，

12.7%）分列第二和第三，前者较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

后者较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仍然很

低（0.29艾焦，5.2%）。可以看出，泰国经济发展仍然严

重依赖化石燃料。

电力管理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电力部门一

直由泰国发电管理局（EGAT）、首都电力局（MEA）和

省电力局（PEA）三大国有电力企业经营。其中，EGAT

负责发电和输电业务，MEA和PEA分别负责大曼谷地区

和其他地区的配电和售电业务。

煤电、非水可再生能源合作机遇多
从2015年开始，泰国就出台了旨在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的政策。同时，泰国能源部也推出不同方案来促进国际合

作，大大提升了其市场吸引力。

“十四五”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泰国将是我国

“一带一路”能源领域的重点合作伙伴之一，无论是在非

水可再生能源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制造投资方

面，还是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两国均具有较多的合作

空间。

从政策支持方面看，2019年，泰国颁布《国家发展

规划（2018-2037年）》（简称《规划》），对泰国中

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安排。《规划》中多次提

及能源，并在明确一系列中长期目标，如“促进从传统汽

车工业向电动汽车产业转变，促进储能系统技术和产业的

发展”“促进能源充分供给，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平衡

和安全以及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

使用的比例”“在需求和供应方面开展电力管理，提高

效率和灵活性，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增加使

用”“支持研发，升级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使可再生能

源和替代能源以及分散的发电中心获得更大比例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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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借助营销工具和/或经济措施，提高对环境友好的能源

的管理效率”等。 

2015年，泰国能源部修订了《电力发展规划》，为

泰国未来二十年的能源发展提供重点计划（PDP2015）。

PDP2015是与能源效率发展计划、替代能源发展计划

（AEDP）、天然气供应计划和石油管理计划一起制订的

政府总体计划。PDP2015提出，泰国应大幅提升该国能

源结构中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到2037年非化石

发电占比将增至35%。其中，天然气发电占比将从现在的

40%增至53%，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从现在的10%增至

30%，煤炭发电占比从现在的37%降至25%。由此可见，

泰国推动能源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决心。

这份计划的一大底气是新能源资源。泰国是东南亚地

区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太阳能资源方

面，泰国具有良好的日照条件，据测算，泰国太阳能理论

装机容量可以达到2280万千瓦以上；风能资源方面，泰国

风电理论装机容量高达3.8亿千瓦，全国约有3.8万平方千米

的区域具备极好的风电开发利用条件；生物质资源方面，

作为东南亚农业大国，泰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可用作生物质

燃料的来源。据测算，泰国仅以农业废弃物作为燃料来源

的潜在年均发电量超过20万吉瓦时，是泰国各类可再生能

源中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

根据《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泰国营商环境位列全

球第21名，在保护中小投资者、获得电力方面具备优势，

但在注册资产、纳税和跨境交易等方面排名相对靠后。

从投资环境吸引力的角度看，泰国的竞争优势有六方

面：社会总体较稳定，对华友好；经济增长前景良好；市

场潜力较大；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南亚地理中心；工资

成本低于发达国家；政策透明度较高，贸易自由化程度较

高。

从劳动力看，泰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劳动力数量

大、成本相对较低，但高技能劳动力短缺。2019年，泰

国最低日工资标准是313泰铢（约合人民币64元），春武

里、普吉两府为最高，达336泰铢（约合人民币68元）。

然而，泰国技术和职业学校入学率下降造成了技术工人短

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该国职业教育入学

率占中学总入学率从2008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不足

20%，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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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竞争优势有六方面：社

会总体较稳定，对华友好；经

济增长前景良好；市场潜力较

大；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南

亚地理中心；工资成本低于发

达国家；政策透明度较高，贸

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