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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 2015-2022 年成立的 431 家泰国中资企业经营信息，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泰国中资

企业发展状况。其中，2018-2022 年，泰国中资企业总营收和净利率数据显示，泰国中资企业整体发展

态势良好；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数据显示，部分泰国中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财务风险。案例分析发

现，泰国中资企业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充分重视资金结构合理调节。文章从微观层面厘清泰

国中资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为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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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usiness data of 431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ailand established between 2015 and 2022，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se enterprises has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ir 
gross revenue and net profit rate data from 2018 to 2022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se Chinese 
enterprises is favorable.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data including debt⁃to⁃asset ratio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ailand 
indicates that some Chinese enterprises may be facing high financial risks. Cas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consider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simultaneously an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reasonable adjustment of fund 
structur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ailand has been examined at a micro level an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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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Thail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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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对泰国投资稳步推进，投资

领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2010-2022 年，中国

对泰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在对东南亚国家直

接投资年末存量中占比较为稳定（6.57% 左

右）。2019-2022 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

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中始终

居于前 16 位，在东南亚国家中始终居于前 5
位，泰国已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重

要且稳定的目标市场。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排在前 16 位的东南亚国家有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其中，

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流量为 12.72 亿美元，在

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中占比 6.82%。

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末存量排在前

19 位的东南亚国家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其中，中国对泰国直接投

资年末存量为 105.68 亿美元，在对东南亚国家

直接投资年末存量中占比 6.83%。①2022 年，

中国对泰国申请直接投资金额为 773.81 亿泰

铢，再度成为泰国第一大外来投资国。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既是母

国投资者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的重要保障，也

为母国投资者在国际价值链中提升地位提供助

力与支持。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泰国作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区和“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与中国在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贸易与投

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中泰共建的“一带一

路”建设同“泰国 4.0”战略、泰国“东部经济走

廊”建设等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及《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为中国

企业在泰国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广阔

的市场空间。目前，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取得

了不错成绩，那么，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具有怎

样的特征？泰国中资企业发展情况如何？泰国

中资企业面临什么挑战？现阶段全面了解泰国

中资企业的现实发展情况，对进一步推动中国

企业“走出去”、走向泰国市场具有参考意义，也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

有关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现实情

况，国内外学者已开展诸多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的行业分布及未来投资方

向 [1]、投资具体行业的现实情况、投资的优势与

机遇 [2]、投资面临的风险困境和相关对策建议，

以及泰国中资企业跨文化管理问题 [3‑5]、国际竞

争力影响因素 [6]等。关于中国企业对泰国具体

行业投资现实情况的分析涉及农业 [7]、新能源

行业 [8]等领域。关于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所面

临的风险，国内学者从政治、法律、财务等方面

展开了诸多探讨 [9‑11]。如曾珠等分析了泰国中

资企业成长面临的困境 [12]。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鲜少涉及对近年来泰

国中资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经营发展现

状的探讨。虽然，邹春萌基于调查问卷详细研

究了泰国中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投资风险、本

地化经营、国际形象等重要问题，但很少涉及泰

国中资企业财务数据分析，且分析的企业数量

不超过 70 家 [13]（P47‑172）。目前，企查查平台发布的

泰国企业财务数据给我们提供了系统研究泰国

中资企业经营现状的机会。

本文首先回顾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

历程，分析 2015-2022 年中国企业对泰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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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然后基于 431 家泰国中

资企业信息，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泰国中资

企业地理位置和行业分布特征以及财务状况，

并具体分析代表性企业发展状况；最后针对中

国企业在泰国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思

考并提出建议。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本文使用的数据覆盖范围和样本量

较大，更具代表性。借助手动查找等方式最终

获取到 2015-2022 年成立的 431 家泰国中资

企业信息。第二，根据获取企业信息数据，考察

近年来泰国中资企业的发展变化与特征，重点

探讨企业总营收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经

营发展现状。采用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探究具有代表性的泰国中资企业的经

营情况以及标杆企业的成功经验，丰富中国企

业对泰国投资现实发展情况的相关研究。

二、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

行业分布

（（一一））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前期

发展缓慢。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中国逐渐成

为泰国主要外资来源地之一。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

段：起步探索阶段（1978-1999 年）、初步发展

阶段（2000-2009 年）和稳步发展阶段（2010
年-）。 1983 年成立的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现名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是最早进入泰

国的中资企业。在起步探索阶段，中国对泰国

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发展缓慢。2000-2022 年

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净额逐渐呈现良好发展势

头，其中，2000-2010 年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

2011-2022 年整体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但具有

较大波动性。2018-2022 年中国企业对泰国

直接投资净额（现价）始终处在 200 亿泰铢以

上的高位运行区间，如图 1 所示。2003-2022
年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逐年增

加，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整体展现出较

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如图 2 所示。

经中国对 4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

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

素，东南亚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生的影

响为显著正向 [14]。此外，东道国营商环境会对

外资企业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其成为

众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指

标之一。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在产品

出口总量中的占比大致判断泰国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发现：2012-2020 年，泰国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下文简称“东盟”）10
国中始终排在第 5 位。2015-2019 年，泰国营

商便利度得分逐年上升，在东南亚 11 国中始终

排在第 3 位；2019 年，在 190 个经济体中排在第

21 位。在东南亚所有国家之中，泰国拥有相对

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更加便利的营商环

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企业对泰

国投资增长明显的原因。

（（二二））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泰国银行数据显示，2015-2022 年，中国

对泰国制造业、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业的直接

投资净额每年都超过 10 亿泰铢；2019-2022
年，流向泰国制造业的中国投资远高于其他行

业，且中国对泰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

中端和高端技术制造业；④2017 年以来，中国企

业对泰国农林渔业、采矿采石业、运输和储存

业、住宿和餐饮业直接投资净额相对较少；

2015-2022 年，中国企业对泰国批发、零售贸

易与机动车辆、摩托车修理业直接投资净额波

动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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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2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净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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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22年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③

2015 年，中国制造业对东南亚投资区位选

择受比较优势的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度制造业

在东南亚投资时，优先选择新加坡、泰国和马来

西亚 [15]。参考樊纲等 [16]的研究，通过比较各国

人均 GDP 判断各国劳动生产率高低，进而判断

各国技术要素丰裕程度。2000-2022 年，泰国

人均 GDP 在东南亚 11 国始终排在第 4 位，说明

相较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泰国技术要素更丰

裕。按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泰国

在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此，中

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东南亚投资时优先选择泰

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中国企业对

泰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端和高端技

术制造业这一现象。

三、泰国中资企业现状分析

2015-2022 年，中国 417 家境内投资者在

泰国共设立 431 家境外企业。⑤其中，2019 年

成立的泰国中资企业（简称“中资企业”）数量

最多。这 431 家中资企业覆盖泰国 21 个府级

行政区，考察各府人均生产总值发现，21 个府

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好（2021 年人

均生产总值都超过 12 万泰铢）。这些中资企

业主要聚集在曼谷直辖市、罗勇府、春武里府、

北榄府和大城府，其中，制造业中资企业占比

近五成，批发、零售贸易与机动车辆、摩托车修

理业、建筑业中资企业分别占 23.08%、6.06%、

5.59% 和 3.73%。⑥

（（一一））中资企业在泰国的总营收中资企业在泰国的总营收

2018-2022 年，在总营收数据非缺失的

111 家中资企业中，26 家中资企业总营收实现

连年增长。如表 1 所示，2018 年 111 家中资企

业总营收合计值最高，主要源于当年有一家中

资企业总营收高达 1.01 万亿泰铢。经过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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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分位的截尾处理（下文简称“截尾处理”）

后，2019-2022 年，97 家中资企业总营收合计

值逐年增长，其中，总营收超过当年 97 家中资

企业总营收均值的中资企业数量分别为 21 家、

22 家、23 家和 25 家，表明四分之三左右的中资

企业总营收在平均水平之下。综上所述，中资

企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大多数中资企业总

营收低于平均水平。

表 1    泰国中资企业年度总营收⑦ 亿泰铢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营收

合计值

10 670.81

782.63

1 072.39

708.26

1 074.77

总营收

均值

96.13

7.05

9.66

6.38

9.68

总营收合计值

（截尾处理）

-

174.15

258.30

355.11

432.83

总营收均值

（截尾处理）

-

1.80

2.66

3.66

4.46

（（二二））中资中资企业在泰国的净利率企业在泰国的净利率

如表 2 所示，2018-2022 年，净利率非负的

中资企业数量均呈上升趋势，说明整体上中资

企业在稳步发展，但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

每年仅有不足半数的中资企业净利率非负。资

料显示，在受访中资企业（不超过 70家）中，近六

成工业企业认为价格或质量竞争更激烈，七成服

务业企业认为质量或广告竞争更激烈 [13]（P77‑78）。

泰国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可能是造成许多中资企

业净利率为负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2    泰国中资企业年度净利率⑧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净利率非负

的企业数

量/个

33

34

45

51

51

净利率非

负的企业

占比/%

29.73 

30.63 

40.54 

45.95 

45.95 

净利率非负的

企业数量/个
（截尾处理）

-

32

45

47

47

净利率非负的

企业占比/%
（截尾处理）

-

32.99

46.39

48.45

48.45

众多中资企业在经营初期面临对当地经济

环境不适应、对当地文化不熟悉等困难，导致企

业盈利额低下甚至亏损。在 2015-2018 年成

立，且成立后第二年和第三年净利率数据未缺

失的中资企业中，成立后第二年和第三年净利

率的负值占比均超过 62%；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成立的中资企业中，这一占比分别为 40.22%
和 37.78%。可见，中资企业在经营初期亏损的

可能性较高。

（（三三））中资企业在泰国的经营风险中资企业在泰国的经营风险

由 2018-2022 年资产负债率非缺失的 123
家中资企业数据可知，在此期间，中资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逐年上升，且 2022 年资产负债率高于

0.9 的中资企业有 12 家，说明这些中资企业可

能面临着较高的财务风险。在这 12 家中资企

业中，有 9 家中资企业的负债权益比、权益总资

产率、股东权益在 2021 年和 2022 年都为负值，

且企业总资产低于总负债，多数企业非流动负

债在总负债中占比较高，表明企业长期偿债能

力较弱。2019-2022 年，这 9 家中资企业净利

率和资产收益率均为负值，且在此期间，大多数

企业总负债逐年增加，其中，7 家中资企业的年

总营收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企业经营状况不

佳。这 7 家中资企业中又有 4 家企业在 2019-
2022 年净利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其盈利能

力 较 差 且 呈 减 弱 态 势 。 这 4 家 中 资 企 业 在

2020-2022 年总资产和股东权益均逐年减少，

企业经营不理想。2021 年和 2022 年，这 4 家中

资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均较低，企业运用全部资

产来生产经营的效率低下，对盈利能力产生负

面影响。其中，一家建筑业中资企业在 2018-
2022 年利息支出呈上升趋势，2022 年利息支出

在总成本中占比超过 45%，说明其资金结构不

合理给企业造成生产经营的困难。

考虑到在经营初期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较

大，中资企业更应该重视负债经营的风险。值

得注意的是，在 2021-2022 年权益总资产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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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非缺失的 285 家中资企业中，10.88% 的企业

在此期间负债权益比和权益总资产率均为负

值，但这些企业仍在运营。其中，在此期间净利

率也为负值的中资企业占 74.19%，如果继续这

种负盈利状况，那么将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极

为不利的影响。

（（四四））中资企业案例分析中资企业案例分析

2015 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

域”。鉴于此，本文选取建筑业中资企业 C 和

企业 D 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企业。⑨在 2018-
2022 年总营收数据非缺失的 111 家中资企业

中，总营收实现连年增长的建筑业中资企业仅

有企业 C。企业 C 是中国境内投资者企业 A
于 2018 年在泰国投资设立的首家境外企业。

企业 C 最初注册的商业类型为非住宅建筑建

设，最新财报显示其商业类型为街道、道路、桥

梁或隧道的建设，注册资本为 1 亿泰铢。为方

便对比分析，本文在 111 家中资企业中选择商

业类型与企业 C 相似的企业 D，企业 D 由中国

境内投资者企业 B 于 2015 年设立，最初注册类

型及最新财报显示的商业类型均为非住宅建

筑的建设，注册资本为 6 千万泰铢。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企业 A 和企业 B 均是中国大型建

筑业企业，两家企业在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同

时，重视海外市场拓展，均在国际工程市场上

树立了良好品牌和信誉，在赴泰国投资设立企

业之前都积累了丰富的对外承包工程经验和

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下面结合企业 C
和企业 D 的财务数据分析其经营发展情况。

从企业 C 的财务数据来看，一方面，自成

立 以 来 ，企 业 C 的 总 营 收 逐 年 攀 升 ，2019-
2022年总营收年均增长 601.65%，且在 2021 年

超过企业 D；企业 C 净利率在成立之初的两三

年里一直为负，自 2021 年开始扭亏为盈，净利

率值超过 5%，企业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

率都从 2021 年开始由之前的负值转为正值，

2021 年 和 2022 年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92.50% 和 59.44%，2021 年以来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收益水平较高，反映出企业盈利能力向

好。另一方面，自成立以来，企业 C 总资产逐

年增长，2019-2022 年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总体

呈上升趋势，企业经营状况逐渐改善；同时，企

业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比基本较高，资产

负债率、负债权益比、权益总资产率逐年增加，

资金结构的财务风险逐渐上升，企业长期偿债

能力减弱，2020 年以来资产负债率始终高于

0.9，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可能面临较高的财务

风险。企业 C 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进

取，还在投资、融资和国际贸易领域探索发展，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服务当地社会，并取得一定成

果。总体来看，企业 C重视经营领域的拓宽和企

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且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均呈现向好态势，但仍需防范财务风险。

从企业 D 的财务数据来看，2019 年企业 D
的总营收增至 11.50 亿泰铢，而后受新冠疫情

影响，企业总营收骤降，至 2022 年才开始有所

回升。2018-2022 年，企业净利率和净资产收

益率呈现大幅度波动，其中，2021 年和 2022 年

均为负值，且低于-40%，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尚

不稳定。2021-2022 年，企业自有资金获取收

益的能力偏低，运营效益不高；2018-2022 年，

企业总资产呈上升趋势；2019-2022 年，企业

总资产周转率表现为下降趋势；2018-2022
年，企业资产负债率、负债权益比、权益总资产

率表现出波动性，但 2019-2022 年的资产负债

率始终高于 0.93，2022 年企业股东权益较上年

减少 50% 以上，非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比超

过 70%，企业资金结构风险较高，可能面临较

高财务压力。2018-2022 年，企业 D 的负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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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和权益总资产率始终高于企业 C，且企业

D 盈利能力不稳定，表明企业 D 较企业 C 面临

着更高的财务风险。总体来看，企业 D 虽盈利

能力尚不稳定，但总营收有回升迹象，企业资金

结构的财务风险较高，需防范财务风险，还应重

视增强抵御外部竞争冲击的能力。

2009-2021年，中国建筑业企业、建筑业外

商投资企业资产负债率范围分别为 65%-71%
和 63%-75%，而 2020-2022 年企业 C 和企业

D 的资产负债率都远高于这两个范围，说明这

两家企业债务负担相对较重；2009-2018 年中

国建筑业企业、建筑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利润

率分别在 20%-26% 和 23%-47% 范围波动，

2021-2022 年企业 C 的净资产收益率均高于

这两个范围，说明企业 C 的盈利能力较强，具备

较好的发展潜力。据企业 C 和企业 D 的财务数

据及前文分析，企业 C 的盈利能力向好主要得

益于总营收稳步增长、相对较低的利息支出、经

营领域多元化，而相对低迷的总营收和相对较高

的利息支出则是企业 D净利率为负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的未来展望

2002-2021 年，泰国中高科技产业在制造

业增加值中占比始终高于 40%，这说明泰国制

造业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泰国制造业增

加值整体保持较好增长态势，未来泰国制造业

仍将吸引大量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泰国生产

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都有比较

优势，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

将是中国企业投资泰国的重要领域之一。同

时，中国企业对泰国数字经济产业的投资潜力

也将不断释放。

（（一一））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是中国企业在泰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是中国企业在泰国

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发展并取得显

著成绩，汽车自主品牌成长迅速。2023 年 1-9

月，泰国是中国汽车出口量排名前 10 的国家之

一，也是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排名前 3 的国家之

一。泰国具备完整且成熟的汽车供应链，致力

于打造全球电动汽车生产基地，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汽车企业正逐渐走向泰

国。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特区已确立 21 个目

标产业促进园区，各园区的目标产业略有不同，

其中，目标产业包含未来一代汽车产业的园区

数量高达 18 个。这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投

资泰国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明确指出，

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力争经

过 15 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泰两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政策相契合，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是

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

（（二二））泰国新能源产业将持续吸引中国企业泰国新能源产业将持续吸引中国企业

投资投资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12.13 亿

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占比 47.3%。为减

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加强环境保护，泰国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能源发展规划。泰国《替代能源

发展计划（2015-2036）》（AEDP2015）提出，泰

国到 2036 年将实现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在最终

能源使用量中的占比达到 30% 的目标。泰国

投资促进委员会为太阳能电池及相关原材料制

造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提供了免

征机器和原材料进口关税等投资促进措施。泰

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为当地开发太阳能、

生物质能、水能、风能提供了广阔空间，预计未

来中泰两国在新能源领域投资合作将愈加

紧密。

（（三三））中国企业对泰国数字经济产业的投资中国企业对泰国数字经济产业的投资

潜力将不断释放潜力将不断释放

当前，泰国数字经济产业处于初步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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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中国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已颇具竞争力。

2023 年，中国和泰国的全球数字竞争力在 64 个

经济体中分别排在第 19 位和第 35 位。数字经

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近年来，泰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

展，如正在加快建设 5G 等数字基础设施。2022
年，泰国数字经济商品总价值为 310 亿美元，预

计到 2030 年有望达到 1 000 亿美元-1 650 亿

美元 [17]。泰国《数字经济推进总体规划第二阶

段（2023-2027）》明确提出了培养 50 万名有数

字技能的劳动者、数字产业价值提高 12%、吸

引 3 家领先数字企业到泰国投资等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预计未来中国企业对泰国

数字经济产业的投资潜力将不断释放，数字经

济产业领域投资合作将为中泰两国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提供动力支持。

五、建议

为推动中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本文

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在泰国的中资企业应重视

加强与当地企业合作、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适时调整经营领域。面临较大财务风险的

中资企业应重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重视降杠

杆减负债工作。二是中国企业在对泰国进行

投资前应做好科学评估，可以选择进驻中国与

泰国在当地合资设立的工业园区，投资泰国重

点支持产业。三是准备赴泰国投资的中国企

业应注重打造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创立自主

品牌并不断强化品牌效应。在自有品牌拥有

较强竞争力或企业具备较好自主研发优势，且

企业有较充足的出口泰国市场经验后，再开展

对泰国的投资。四是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应确

保有充足的自有资金，尽可能实现投资设立的

境外企业资产负债率稳定在境外企业所在行业

的合理水平。

[注释]
①   全文数据、资料主要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网站、上海司尔亚司数据信

息有限公司数据库、世界银行网站、泰国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网站、中国商务部网站、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所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事处网

站、中国政府网、中国国家能源局网站、泰国能源部网

站、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网站、泰国数字经济促

进局网站。

②   2000-2010 年和 2011-2022 年数据分别依据《国际收支

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五版）、《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

头寸手册》（第六版）统计。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净额

（2002 年不变价）是使用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

指数换算所得。

③   2003-2006 年年末数据为中国对泰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存量数据；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年末存量（2002 年不变

价）是使用泰国 GDP 平减指数换算所得。

④   制造业分类参考李贤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技术水

平分类标准（2003 年）基础上进行的划分。参见李贤珠 .
中韩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分析：以两国制造业为例 [J].
世界经济研究，2010（10）：81⁃86，89.

⑤   本文首先基于中国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中国

企业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搜集到中国在泰国投资

的境外企业 789 家（包括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和中国境

内投资者 725 家。然后，在企查查、BvD（Bureau van Dijk 
Editions Electroniques SA）数据库下的亚太企业分析库

（Oriana）和境内投资者官网、https://www.info⁃clipper.com/
en/等网站中通过手动搜索方式共获取 436 家 2015 年及

之后成立的泰国中资企业的企业代码。最后，在企查查

搜集到这 436 家泰国中资企业成立日期等信息（2023 年

9 月底查询）。可以明确其中 431 家泰国中资企业于

2015-2022 年成立，由中国 417 家境内投资者投资设立，

其中 397 家泰国中资企业财务数据等经营信息均可通过

企查查查询到。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泰国中资企业经营

信息数据均取自企查查（2023 年 9 月底查询），不再赘述。

⑥   据中资企业注册商业类型信息确定该企业所属行业，使

用的行业分类标准为泰国商务部业务发展司公布的泰

国标准行业分类 2009 年版。两家注册商业类型数据缺失

的中资企业未被包含在内。正文中未详述泰国中资企业

地理位置和行业分布特征，留存备索。

⑦   据企查查 397 家中资企业财务数据，2018-2022 年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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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数据非缺失的中资企业共 111 家，表 1 中第二和第三

列统计数据便是基于这 111 家中资企业总营收数据计算

得来。这 111 家中资企业成立于 2015-2018 年（其中 32 家

中资企业成立于 2018 年），且仍在运行中，其占已查找到

有企业代码的 2015-2018 年成立的中资企业数量的

61.33%。表中后两列数据获取方法：为减轻极端值影响，

对 2019-2022 年 111 家中资企业各年度总营收数据都采

取 6% 和 97% 分位的截尾处理，得到 97 家中资企业。此

外，32 家中资企业均成立于 2018 年，为更好地对比分析，

故截尾处理中未包含 2018 年数据。

⑧   表中中资企业获取方法同表 1，第二、第三列统计数据和

后两列统计数据分别对应 111 家和 97 家中资企业。

⑨   案例研究的样本企业均真实存在，因涉及私密，故隐去

企业名字，两家泰国建筑业中资企业名称用 C、D 代替，

相应的中国境内投资者名称分别用 A、B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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