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5.2.24 

人口 6,595萬人(2024) 

面積 51萬3,12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5,525億美元(2024) 

平均國民所得 7,331.5美元(2023) 

經濟成長率 2.5%(2024) 

失業率 1.02%(2024 Q3) 

幣制 泰銖(THB)，1 美元=33.64THB(2025.2.21) 

進口值 3,068億美元(6.34%↑)(2024) 

出口值 3,005億美元(5.42%↑)(2024)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原油及從瀝青礦物提取的原油(10.63%)、積體電路(7.96%)、

金（包括鍍鉑的金）(5.01%)、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

(3.10%)、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2.7%)、電話機

(2.46%)(2024) 

主要出口項目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5.01%)、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

供載客之機動車輛(4.08%)、電話機(3.87%)、汽車零配件

(2.96%)、金（包括鍍鉑的金）(2.92%)、載貨用機動車輛(2.9%)、

積體電路(2.89%)、石油(2.67%)(2024)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26.27%)、日本(9.37%)、臺灣(6.73%)、美國(6.3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5.56%)、馬來西亞(4.47%)、韓國(3.05%)、越

南(2.98%)、印尼(2.86%)、新加坡(2.41%)(2024)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18.3%)、中國(11.72%)、日本(7.75%)、澳洲(4.11%)、馬來

西亞(4.1%)、越南(3.92%)、印度(3.91%)、香港(3.61%)、新加坡

(3.41%)、印尼(3.15%)，臺灣係泰國第17大出口市場(2024) 

資料來源：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泰國商業部統計系統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 依據泰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委員會（NESDC）發布報告，去(2024)年泰

國經濟成長為2.5%，雖高於前(2023)年的2.0%，惟表現落後東協主要國

家，泰國經濟持續受到家庭債務 GDP 占比上升、銀行緊縮貸款條件及

中國市場復甦不如預期等因素影響。 

為促進經濟成長，泰國總理貝東丹（Paetongtarn Shinawatra）領導的

泰國政府於去年9月啟動「數位錢包計畫」，採分輪形式向4,500萬名符

合資格之泰國民眾發放每人1萬泰銖(約9,800臺幣)之消費金，目前已

進行兩輪發放，估計受惠人數約1,850萬人。此外，為解決高家庭債務

問題，泰國政府於去年12月推出「你奮戰，政府助陣(You Fight, We 

Help)」債務減免計畫，與商業銀行合作提供債務重組等方案，協助符

合資格之家戶及中小企業減少利息開支。 

重要經貿

政策 

泰國於2018年開啟20年國家戰略（2018至2037年），目標在2037年成長

為高收入國家，政府並提出泰國4.0策略，盼推動以高附加價值、創新

驅動之經濟成長，取代低附加價值製造業。泰國另於2021年正式批准

「生物、循環、綠色（BCG）」經濟模式為國家發展戰略，盼透過永續發

展實現泰國4.0願景，引領泰國從過去單純的 OEM 到 ODM，再到 OBM（自

有品牌生產），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泰國重要經貿政策如下： 

1. 推動泰國4.0政策：泰國政府為促進長期經濟發展，自2016年推動泰

國4.0政策，並於2017年2月正式宣布啟動，將以新的經濟模式推動十

大目標產業，另於2019年增加國防、教育發展兩大目標產業。泰國政

府將十大目標產業分為短中期及長期兩大發展時程，短中期發展產

業，目標透過先進科技為現有產業增值（新一代汽車產業、智慧電子

產業、高端醫療保健旅遊、農業及生物科技、食物科技產業）；長期

發展則是帶領未來泰國成長的新興產業（機器人產業、航空與物流

業、生質能源與生化產業、數位產業、醫療中心）。 

2. 發展東部經濟走廊（EEC）：EEC 涵蓋東部沿海北柳（Chachoengsao）、

春武里（Chonburi）及羅勇（Rayong）等3府，泰國國會2018.2.29通

過《東部特別經濟開發區法》，計劃為投資者提供諸多優惠措施，目

前日本企業是該地區的主要投資者（約占 EEC 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

50%），著重投資汽車及零配件產業（汽車組裝、零件和配件）和電子



零組件產業。EEC 第二階段計畫（2022～2026）之基礎建設投資金額

預估為3,980億泰銖，與第一階段計畫（2018～2021）的9,000億泰銖

相比大幅下降。 

3. 發展生物、循環及綠色經濟（BCG）：泰國政府「生物、循環及綠色」

（Bio-Circular-Green, BCG）委員會於2021.1.13批准在 BCG 模式

下促進生物經濟、循環經濟及綠色經濟的國家發展戰略，以支持泰國

4.0政策。該戰略自2021啟動，為期5年，並已納入「國家發展議程」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 

4. 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泰國內閣於2023.12.19正式宣布通過第二階

段電動車獎勵措施（EV3.5），為期4年（2024至2027年），延續前政府

提出之30@30電動車政策，目標在2030年達成零碳排車輛（ZEVs）佔

國內汽車總生產的30%，即於2030年達成生產72.5萬輛電動乘用車及

電動皮卡車、67.5萬輛電動摩托車之目標，以打造泰國為電動車區域

製造中心。 

5. 推動數位發展及轉型：泰國政府於2023年啟動為期5年的第三期泰國

數位發展計畫（Digit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lan），設定於未

來5年躋身 IMD 世界數位競爭力排名前30及達到數位經濟占整體

GDP30%等目標。 

6. 促進國家軟實力發展：泰國政府軟實力委員會（National Soft Power 

Strategy Committee）於2023年10月成立，隸屬總理府辦公室，由為

泰黨黨主席貝東丹擔任委員會主席，提出「一個家庭，一項軟實力

（One Family, One Soft Power）」國家策略，目標打造有利泰國軟

實力相關產業發展之經濟環境。該委員會並提出51.64億泰銖預算，

目標推動泰國橫跨11面向之軟實力，期能促進創意經濟發展，以間接

提高觀光及相關產業收入。 

7. 發展半導體及先進電子產業：泰國總理貝東丹2024.12.4召開首次

「國家半導體與先進電子產業政策委員會」會議，批准「國家半導體

與先進電子產業發展戰略」，計劃在未來5年(2025-2029年)吸引不少

於5,000億泰銖(約4,799億新臺幣)的投資，目標將泰國打造成為區

域半導體與先進電子產業的生產中心。 

未來展望 據世界銀行本(2025)年2月14日發布的《泰國經濟監測》報告，預估本

年泰國經濟將成長2.9%，前景改善主要得益於投資復甦，以及預算支出



增加與基礎建設項目持續實施。旅遊業復甦及私人消費繼續發揮重要

作用，預計到本年中旬，遊客人數將恢復到 Covid-19疫情前的水平。 

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

概況 

 

已簽署： 

1. 泰國-印度 FTA(2012.6.8生效) 

2. 泰國-澳洲 FTA(2005.1.1生效) 

3. 泰國-紐西蘭 FTA(2005.7.1生效) 

4. 泰國-日本 FTA(2007.11.1生效) 

5. 泰國-秘魯 FTA(2011.12.31早期收穫協定生效) 

6. 泰國-智利 FTA(2015.11.05生效) 

7. 東協 FTA(1993.1.1生效) 

8. 東協-印度(2010.1.1生效) 

9. 東協-日本 FTA(2008.12.1生效) 

10. 東協-韓國 FTA(2010.1.1生效) 

11. 東協-中國 FTA(2016.7.1生效) 

12. 東協-澳洲-紐西蘭 FTA(2010.3.12生效) 

13. 東協-香港 FTA(2019.6.11生效) 

14.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2022.1.1生效) 

15. 泰國-斯里蘭卡 FTA(2024.2.3簽署，尚未生效) 

16. 泰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FTA(2025.1.23簽署，尚未生效) 

談判中： 

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 

泰國-歐盟 FTA 

泰國-巴基斯坦 FTA 

泰國-土耳其 FTA 

東協-加拿大 FTA 

 

三、臺泰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7.2億美元(2025年1月↓33.7) 

118.4億美元(2024年↑9.0%) 

108.6億美元(2023年↑43.9%) 

75.5億美元(2022年↑7.5%) 

70.2億美元(2021年↑32.8%) 



我國進口值 3.7億美元(2025年1月↓24.1) 

62.3億美元(2024年↑15.8%) 

53.8億美元(2023年↓14.5%) 

62.9億美元(2022年↑5.5%) 

59.6億美元(2021年↑31.2%) 

雙邊貿易總值 10.9億美元(2025年1月↓30.8) 

180.7億美元(2024年↑11.2%) 

162.4億美元(2023年↑17.3%) 

138.3億美元(2022年↑6.5%) 

129.9億美元(2021年↑32.1%)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HS8471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主要為顯示卡)；HS8542

積體電路；HS0303冷凍魚；HS8534印刷電路；HS8473電腦零附

件(2024)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HS8542積體電路；HS8471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主要

為磁碟機)；HS8504變壓器、靜電式變流器及電感器；HS8415空

氣調節器；HS8517電話機(2024) 

我國對泰國投資 依據泰國投資委員會統計，2024年我商赴泰獲准投資案計有

117件，核准金額約15.38億美元，同比成長16.2%，為泰國第

4大外資來源國。 

泰國對我國投資 依據我國投審司統計，自1952年起至2025年1月止，泰國對臺

投資累計金額約為12.23億美元，投資核准件數為518件。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臺泰經濟合作會議(2022.12.15,30屆)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2024.8.20) 

雙邊經貿協定 臺泰共同打擊跨國經濟及相關犯罪協議(2013.1.17簽署) 

臺泰教育合作協定(2013.9.11簽署) 

臺泰投資促進及保障協定(2024.6.27簽署,2024.8.9生效)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2012.12簽署,2013.1.1生效) 

聘僱泰籍勞工協定(2002.12.2簽署) 

臺泰加工出口區合作備忘錄(2007.5簽署) 

臺泰農業合作協定 

國合會與泰國皇家計畫基金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資料來源：駐泰國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