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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近年總勞動力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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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以來，廠家為規避美國
關稅，有意轉往東盟設廠。在東盟各國
中，泰國憑着較出色的物流、基建及供
應鏈發展，成為電子、機械及汽車業投
資樂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
表示，泰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人口高
達800萬，適合生產高增值貨物，而且當
局支持汽車、電子、自動化和機器人等
產業，有關行業在當地將有一番作為。

長期以來，泰國一直處
於政治兩極分化和衝突狀態
。自1932年以來，泰國共
經歷了20次軍事政變，其中

12次成功，故被視為政治不穩定的國家
，在世界銀行政治穩定指數的195個國
家中排名第157位。上一次政變在2014
年發生，當時軍政府國家和平與秩序委
員會（NCPO）廢除了泰國憲法，並為
了削弱前總理他信的影響力，推翻了時
任總理英祿。NCPO的行動觸發了示威
、佔領政府辦公室和杯葛大選。政治不
穩對投資泰國產生負面影響，可能影響
短期外商直接投資，但長期投資者對前
景則較樂觀。

在泰國投資有可取之處，商會人士
分析，中泰甚少發生衝突，兩國最高層

領導一直保持友好關係，且在科技、教
育、文化、衛生、司法、軍事等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穩步發展。同時，中泰民間
關係良好，泰國甚少出現反華事件，這
令內地及港商較放心到當地投資。

「投資東南亞，既要與政府保持良
好關係，但不可就政治問題表態，否則

可能後果嚴重。此外，亦要充分尊重當
地宗教和民族，例如穆斯林要一天需做
5次禮拜，公司便須配合，並在力所能
及的範圍，向當地居民提供一些幫助，
如資助教育及醫療，與當地政府和人民
建立良好關係，方為上策。」 商會人士
分析在東盟的經驗。

泰國經濟情況泰國經濟情況
人 口 ：6931萬
年齡中位數 ：38.1歲
面 積 ：51.089萬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總值增速：
2019年：2.4%
2020年：1.5%-2.5%*

國內生產總值產業佔比＃：
農業：8.2%
工業：36.2%
服務業：55.6%

*預測數據源自泰國政府 ＃為2017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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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策頗歡迎外商投資者，且
有多種不同的商業結構形式，讓外商
到泰國建立工廠或企業，而最常見的
是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外商經營許可

證的企業，可全資擁有這類公司的100%股權。
生產力局報告指出，私人有限公司是泰國最常

見的商業結構，外資公司一般只能佔49%股權，但
取得外商經營許可證（FBL）或投資促進委員會（
BOI）投資優惠的外資公司，則可持有全部100%
的股權。根據業務性質，外商投資者也可能需要申
請不同的許可證：外商經營許可證（若控股超過
49%）、增值稅許可證（若每年收入超過180萬泰
銖）和其他牌照（根據業務類型和規模而定）。

設立私人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要求包括：不需

要外商經營許可證之要求為200萬泰銖；需要外商
經營許可證之要求為300萬泰銖。

同時，成立一家有限公司需要多個步驟，涉及
不同的許可證、會議及檔案，包括：公司名稱註冊

、填寫公司章程、召開法定會議、在商務部註冊、
所得稅及增值稅（VAT）註冊等。

外商可成立合資企業（JV）。按規定，合資企
業是自然人及或法人為了共同開展業務，達成協議
後而成立，是泰國最常見外商投資方式之一。外資
公司受到外國商業法（FBA）條例約束，一般會與
泰國公司合作開設合資企業。若外國合營者欲控股
超過50%，必須改變其商業地位，並按照FBA條例
註冊。合資企業必須根據泰國民商法典註冊成立。

泰國禁止外商從事某些行業，港商千萬不可誤
進禁區。按法例，完全禁止外商從事的行業，包括
：報紙、無線電廣播、電視廣播、農耕、畜牧業、
自然林業、漁業、提取泰國草藥、買賣泰國古玩或
具有歷史價值的物品、製作或鑄造佛像及布施缽等。

對於希望在泰國建立製造基地的
外商投資者而言，在工業區規劃基地
可能是一個吸引的選擇。投資者在這
些園區中可以享受大量的稅務和非稅

務優惠以及簡化的創業流程，例如申請工廠建築牌
照。工業園區通常由泰國工業區管理局（IEAT）或
私人營運商管理。根據IEAT統計，泰國有77個官方
工業園區，分布在20個省份。其中為工業園區74個
，電影城2個，及科技園1個（即泰國科技園）。有
些園區由IEAT全資擁有，也有些則由IEAT與私營企
業共同擁有及經營。

生產力局報告指出，當考慮在泰國工業園區建
立基地時，外資公司需要評估園區公用設施的可用
性、周邊的交通網絡以及政府提供的激勵措施、公
用設施、工業區設有供水、電力、防洪與集中污水
處理及運輸系統等。現時大部分工業區位於曼谷附
近，周邊享有已建立的交通聯繫，如公路、鐵路、
港口及機場。

企業及投資者在工業園區通常需付三種費用，
包括：土地租賃價費和土地稅、維修費、水費及其

他公用設施費。工業區的地價因地點、公用設施的
提供、交通聯繫、便利程度和原料的供應等因素而
異。曼谷和鄰近省份例如北欖府及巴吞他尼府能享
受於其中心位置、發達的水運和空運網絡，以及鄰
近關鍵物流中心。因此，其地區的地價全國最高。
位於東部經濟走廊（EEC）目標省份的工業園區，
例如北柳府、春武里府及羅勇府的地價也較高。

設廠選工業園區 可享優惠多
建立
基地

近年泰國
經濟發展迅速
，優勝之處在
於較早與國際

市場接軌，運輸、基建及工業供應鏈
發展較佳，尤其吸引了許多汽車、機
電及電子企業落戶，令該國擁有一批
質素頗佳的工人。泰國與越南、緬甸
、印尼等國相比，勞工成本較高，較
適合一些高增值電子及汽車相關企業
進駐。港商可把握 「泰國4.0」 計劃帶
來的巨大機遇，讓企業更上一層樓。

「泰國4.0」 計劃，旨在推動製造
業沿價值鏈向上發展，聚焦發展十大
目標工業，包括汽車、智能電子、自
動化及機械人、旅遊和醫療旅遊、先
進農業及生物科技、加工食品及飲料

、航空及物流、生物燃料及生物化工
、數碼及軟件、醫療保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十大行業，
有不少是港商的強項，港商既可善用
泰國作為減輕貿易戰的新基地，又可
借助泰國政策支援和資助，讓企業有
轉型升級的機會，並且順道拓展泰國
等東盟市場。另外，泰國其中一個優
勝之處，是與中國關係良好，甚少出
現反華事件，如此可令港商放心到當
地投資。

港商投資前須做足功課，除了靠
生產力局報告了解基本情況外，應積
極參加貿發局或生產力局的考察團，
認識更多當地商家和商會，從而了解
當地在勞工、環保、運輸、通關及各
項成本的實況，以減少誤判的機會。

林宣武接受《大公報》獨家訪問時表示，中
美貿易戰爆發後，很多企業有意到海外設廠，當
中尤以東盟首選，人力財力雄厚的大公司很早已
行動，但中小企面對的困難較多，雖然希望到東
盟設廠，但苦於人生路不熟，最終卻步。為協助
香港中小企了解東盟設廠情況，該局獲工貿署工
商機構支援基金資助，出版了 「東盟製造業發展
指南──機遇與挑戰」 報告，綜合剖析不同國家
的利弊，希望讓港商投資東盟事半功倍。

經商容易度全球第27
在東盟各國中，林宣武形容泰國不斷改善投

資環境，過去十年經濟增長強勁，已成為東南亞
最發達經濟體之一。他指出，該國工業發展有一
定基礎，特別在汽車和電子業表現強勁，加上政
府致力吸引外商投資，且泰國已與亞太地區和拉
丁美洲的國家簽署七項雙邊貿易協定，互相撤銷
關稅以鼓勵投資者投資不同產業。再者，作為東
盟一員，泰國還受惠於與中國內地、韓國、日本
、印度、澳洲和新西蘭簽署的另外六項多邊貿易
協定，有助該國與相關國家發展貿易。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能否吸引外資，關鍵之
一是與基建情況有關。林宣武表示，該國推行電
子海關系統，以簡化海關流程，且具完善物流和
良好基礎設施，現時共有38個機場，其中8個為
國際機場。公路方面，泰國擁有東南亞地區最廣
闊的公路運輸網路，總里程超過39萬公里，其中
98.5%由混凝土或瀝青鋪設。海運上，目前有8
個國際深海港口處於營運中，4個私人港口可運送
集裝箱貨物。

同時，與其他東盟國家相比，泰國的物流表
現相對強勁。2018年世界銀行物流表現指數（
LPI），泰國總體LPI位於160個國家中的第32位
，與2016年數據相比有所提升（位於160個國家
中的第45位），泰國在東盟國家名列第二位。根
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營商環境報告》，泰國的
經商容易度在190個國家中排名第27位，在東盟
國家中排名為第三位。

「泰國＋計劃」提供港商優惠
報告指出，泰國已明確10個優先投資產業，

包括：新世代汽車、智能電子產品、高端旅遊和
醫療旅遊、農業和生物科技、食品加工、自動化
和機器人技術、航空與物流、生物燃料和生物化
學、數碼服務、綜合醫療保健。

另外，泰國睇準貿易戰帶來的機遇，去年宣
布 「泰國＋」 計劃，旨在吸引受中美貿易戰影響
而希望遷移生產基地的外國公司，特別以中國內
地、中國香港、日本，及韓國為重點。

前言：
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向數千億美元中國貨加徵關稅，很多企業為了規避風險，紛

轉往東盟設廠，但苦於人生路不熟，無從開展。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出版 「東盟製造業發
展指南──機遇與挑戰」 ，詳細介紹東盟情況，《大公報》獲授權刊出報告，並誠邀該
局主席林宣武，以其縱橫東盟多年的經驗，為港商指點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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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不斷改善投資環境，過去十年經濟增長強勁，已成為東南亞最發達經濟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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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國家2018年製造業工資水平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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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6 3812

2917 2277

全年工資(包括基本工資、社會保障金、超時津貼及獎金)

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大部分工業區位於曼谷附近，周邊享有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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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武透露，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很多企業有
意到海外設廠，當中尤以東盟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