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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杜拉拉升职记》到《泰 》，泰国独特的风景吸引着全世界

的游客。气势磅礴的大皇宫，金 碧 辉 煌 的 古 老 寺 庙 ，南 部 的 海 边 融 山

光、水色、林涛、潮音、海风、征帆、鸟语、花香为一体,犹如“ 人间仙境”;

北 部 山 峦 起 伏,峭 壁 林 立,云 雾 缭 绕,林 密 鸟 众,草 茂 流 清,又 好似“世外

桃源”。

然而，泰国之美并不仅仅止于此，感受最深的是泰国人的慢生活，在

这里所见到的泰国人，做事从容，生活安逸与安宁，幸福指数很高。在泰

国，慢，不是懒惰，更不是停滞，而是一种豁达与平和，更是一种智慧，所谓

恬淡是一种心境。放慢生活速度不是故意拖延时间，而是让人们在工作

中找到适合的节奏和平衡，不要透支健康去拼搏人生。

泰国人在慢生活中追求效率、现代与繁华。慢，就是用更少的时间，

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玩得更多，挣得更多。

1 月 19 日，本报记者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促进会邀请，前往素有

“微笑的国度”、“世界谷仓”的泰国参加由该会主办的 2015 中国国际经贸

区域化发展高峰论坛，同时，品味泰国，挖掘中国人在泰国的创业故事，感

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中泰打造区域经济合作升级版版
1 月 19 日，《中国贸易报》记者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交流促进会邀请，前往泰国参加由该会主办的 2015 中

国国际经贸区域化发展高峰论坛，此次论坛主题为“新

—常态化”助力亚太经济发展新格局。

泰国是旅游胜地，农业发达，工业相对落后。在这

种情况下，泰国经济想持续起飞就要和中国合作，中国

的工业技术和工业发展能力输入泰国，将会对泰国的

经济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促进会执行会长李

海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化，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区域合作也在不断增强，

共享资源，共同进步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

2014 APEC 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保

持稳定发展态势，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

经济，将带给亚太乃至全世界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

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

新贡献。在这种机遇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促进

会偕亚太同仁共同打造了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平

台——中国国际经贸区域化发展高峰论坛。希望通过

这个平台，增进亚太地区间的相互了解；寻找到共谋发

展、共同进步的合作伙伴。

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商业经济工作委

员会主任金硕看来，经济新常态化是一个具有深意的

重要表述，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矛盾和

问题、寻求经济新对策都有重要意义。泰国拥有优越

的战略位置，是中国投资者进入东盟的门户，2015 中

国国际经贸区域化发展高峰论坛除了寻求经济新对

策外，在文化合作领域方面，也为亚太地区提供了一

个交流的平台。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加速

近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与地区（包括柬埔

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我国云南省）的交通状况

正在改善。为提升地区国家间互联互通水平，中国将

出资 1 亿元用于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整治工作，出资 10

亿美元用于支持该区域互联互通建设。

数 据 显 示，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内 部 成 员

国 间 的 贸 易 、投 资 继 续 增 长 ，中 国 与 其 他 五 国 的 贸

易总额在 2013 年超过 1300 亿美元。目前，中国连接

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公路网的云南境内段已全部实

现 高 等 级 化 ，泛 亚 铁 路 的 中 国 境 内 段 建 设 顺 利 推

进，昆 明 长 水 国 际 机 场 的 开 通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中 国 与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各 国 的 航 空 运 输 能 力，电 信 业 务 范

围 已 涵 盖 所 有 的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国 家，云 南 与 次 区

域国家“ 通路、通关、通商、通电”等互联互通工作取

得实质性进展。

金硕认为，随着互联互通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大

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实现铁路、公路以及海陆联运的

无缝连接指日可待，区域合作也将继续深化。中国是

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大湄公河次

区域的互联互通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中 国 的 发 展 与 地 区 的 发 展 是 互 为 机 遇

的。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正在提速，次区域

各国从官方到民间，参与区域合作的热情都很高。同

时，对外援助项目也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实现

了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互利共赢。

大湄公河次区域物流研究中心秘书长刘金鑫认

为，未来 10 年，大湄公河地区跨境运输与物流也将进入

“升级版”阶段，跨境金融合作、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

务、多式联运与集装箱集运、国际陆港以及自由贸易园

区建设运营、物流综合服务、联合信用保险、集成管理

将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

IHS 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亚太首席经济学

家 Rajiv Biswas 称：“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东南亚经济体

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中国西南如云南等内陆省份的经

济发展，云南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因

此，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发展将实现中国政府一个

关键的战略优势，将缩小中国内陆省份与先进沿海省

份的经济发展距离。”

中泰铁路项目启动在即

泰国地处东南亚中心，是东盟市场经贸流动的天

然交汇点。如果加强东南亚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允许

建设高速铁路网络和连接中国云南至印度洋，经泰国

和缅甸的现代公路，可以显著提高货运物流速度，并为

泰国和缅甸自由贸易区和主要港口的发展建设创造重

大机遇，刺激泰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清润表示，

中泰合建铁路将成为带动泰国南北经济发展与区域整

合的大动脉，将有力提升沿途旅游发展，吸引更多中国

游客沿铁路线对泰国进行深度游。中老泰铁路未来可

能连接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也将成为大湄公河流域

国家的黄金物流通道，极大提升泰国在区域经济合作

中的中心地位。

泰国交通部长 Prajin Juntong 表示，泰国和中国合

作开发的铁路项目预计将于 9 月份启动，两年半之内完

工。泰国和中国将就此在 1-2 月份举行三轮会谈。

在论坛茶歇期间，泰国交通部监察长 Ms. Parichat

Kotcharat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Parichat Kotcharat 认

为，泰国政府制定了 2014-2022 年基础设施开发战略规

划，铁路升级改造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具体包括：一

是将 6 段现有单线米轨铁路改造成双线，将列车时速提

高到 100 公里；二是新建两条双线标准规铁路，允许最

高时速为 160-180 公里的列车行驶，泰国将通过发展交

通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

开泰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室主任黄斌也认同上述观

点，他表示，如果这一规划得以实现，泰国主要经济中

心、工业基地、农作物产地、旅游城市将与陆上边境口

岸、海运港口和机场全方位连接贯通，国内和跨境客货

运输将更加快捷通畅，物流成本可望大幅降低，泰国作

为东盟交通枢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最近，泰国总理巴育呼吁中国投资者对泰国保持信

心，并邀请更多中国商人到泰国访问投资。巴育称，“从

现在开始，投资泰国将会变得透明、公正、清廉，没有腐

败，所有工程都将关注公众利益。”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泰铁路项目负责人杨永应邀前

往泰国东部廊开府洽谈合作事宜时向泰方勾勒出区域

内的互联互通蓝图：“如果泰国的铁路能和老挝即将建

造的高铁相连，那么这条铁路将从中国云南出发，途经

老挝，跨过湄公河，进入泰国东北部，最终到达泰国中部

和南部城市。”

廊开府是泰国重要边境口岸，与邻国老挝隔河相

望。在金硕看来，计划中的铁路从今年开始动工，预计

在 2022 年完工，是巴育政府批准兴建的 8 年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泰国目前铁路均采用米轨铁路，

列 车 时 速 仅 为 50 公 里，而 标 准 轨 铁 路 可 允 许 时 速 为

160-180 公里的列车行驶 ，将 来 还 有 可 能 升 级 为 高 速

铁 路 。 同 时 ，老 挝 境 内 高 铁 项 目 也 将 在 今 年 正 式 启

动，如果泰国的铁路能搭上老挝“ 这班快车”，并与中

国 的 铁 路 相 连 ，将 对 沿 线 城 市 和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起 到

显 著 的 拉 动 作 用 。 对 廊 开 府 来 说，在 旅 游 方 面，每 年

100 万赴老挝旅游的外国游客可能会选择坐火车到泰

国东北部游览。

在贸易方面，东盟 2015 年将实现经济一体化，中国

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和物资往来需求扩大，这条铁路对双

方贸易将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泰国东北部的大米等农

产品可以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出去，而廊开府也将成为泰

国产品走向中国乃至世界的门户。

“由此看来，对泰国来说，与中国连接铁路，泰国铁

路才能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同时也能真正体现泰国的地

区枢纽作用。”李海说。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积累的经验正在帮助越

来越多的国家，此次连接泰国曼谷万象的中泰铁路将采

用中国技术。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魁表示：“泰国无论

修建城际铁路、标准轨铁路还是高铁，中国都愿意参与；

无论泰方提出何种合作方式和融资方案，中方都愿以灵

活开放的态度积极研究。”

对此，中国南车已经率先行动。1月 26日，中国南车披

露，由中国南车为泰国“量身定制”的内燃机车在泰国西拉

差火车站举行交接仪式。据悉，中国南车将为泰国提供总

计20台内燃机车，首批交付的共两台。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 6 月，泰国皇家铁路局与中国

南车戚墅堰公司签订了 20 台米轨交流电传动内燃机车

的采购合同。中国南车以最新一代交流传动内燃机车

为技术平台，为泰国铁路“量身定制”了这一款性能优良

的 SDA3 型米轨交流传动内燃机车。

该机车采用了中国南车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成熟

的交流传动系统并配有微机网络控制系统，而且该型机

车开发过程中采用平台化设计理念，充分考虑了泰国铁

路市场 16t 轴重米轨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的需求。

目前，从政府到企业，中国都对投资泰国充满期待

和诚意，希望能尽快开展相关合作。

中国企业在泰国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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