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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泰國為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核心會員國之一，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統計資料，2013 年底泰國人口約為 6 千 7 百萬人，為東協第四大國，

另其 15 至 64 歲工作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達 72%，在東協裡僅次於新加坡，勞動資

源豐沛，且屬 RCEP 成員國之一 ，市場廣大深具潛力。 

 

為持續拓展我國與泰國的經貿合作關係，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以下簡稱國

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於 103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組團赴泰國出席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並參訪相關機構，該會為提升我國廠商外銷泰國商機，

特別邀請本行派員參加。我國訪問團一行 31 人，於 11 月 30 日啟程前往泰國，12 月 2

日返抵桃園機場共計 3 日。 

 

本屆會議針對「資通訊產業」及「綠色能源產業」等議題邀請專家講者進行討論。

主辦單位分別安排拜會 Amata 集團、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Office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NESDB)及泰國工業區管理局(Industrial Estate 

Authority of Thailand, IEAT)，並與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BOI)進行交流。 

  

 此次奉派出國期間適時向廠商介紹本行融資及保險業務希望與會廠商及當地工商

團體代表能多利用本行提供的各項金融商品，增加兩國貿易往來。另本行為促進國內

出口貿易及投資，已規劃在泰國曼谷設立代表人辦事處，本次前往泰國亦與當地台商

中鼎工程公司、 台達電子及兆豐銀行泰國子行總經理會談，了解泰國政經情勢及設立

泰國辦事處相關事宜作為籌設泰國代表人辦事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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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泰國人口眾多勞動力十分充沛，近年來該國中產階級逐漸崛起消費力增加，且

為 RCEP 成員國之一深具商機潛力，加強與泰國經貿往來可配合政府「商品出口轉型

行動方案」下之「軸心市場輻射」策略，作為我國廠商佈局 RCEP 地區市場之跳板，

發揮軸心輻射功能，進而拓展東協及中南半島各國市場。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資料，1952 年至 2014 年 5 月我國廠商前往泰國投資之

金額達 21.43 億美元，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6 位，次於新加坡、越南、香港、日本及

馬來西亞，件數則為 433 件，排名第 5 位。 

透過本次經濟合作會議及各項參訪行程，可協助我國廠商加強拓展泰國市場，並增進

兩國的實質經貿關係，  

 

此次奉派出國主要為參加本屆經濟合作會議，於出國期間向參訪團員、與會台商

及當地工商團體代表推介本行融資及保險業務，以增加兩國的貿易往來， 並利用參訪

機會進一步瞭解該國政經情勢作為本行籌置泰國代表人辦事處之參考。 

 

貳、行程簡介  

  本次行程自 103 年 11 月 30 日(星期日)至 12 月 2 日(星期二)，前後共 3 天，其中

第 1 天及第 3 天為去、回程，行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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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行程表 

The 24
th

 Joint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 

between 

 CIECA  and FTI 

November 30- December 2, 2014 

Bangkok, Thailand 

November 30 (Sunday) 

13:55              Departure of CIECA Delegation from Taipei to Bangkok 

             代表團從台北出發飛往曼谷 

16:45     Arrival of CIECA Delegation in Bangkok 

   代表團抵達曼谷 

   Check-in Dusit Thani Bangkok 

   住宿飯店 Check-in 

18:30            參加 Amata 集團簡報會議     

 

December 1 (Monday) 

09:00 –12:20  

                        The 24
th

 Joint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 between CIECA and FTI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Dusit Thani Bangkok946 Rama IV Rd., Bangkok 10500, Thailand 

 

15:00 Visit to Office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NESDB) 

    參觀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 

    Add.: 962 Krung Kasem Rd., Pomprab, Bangkok 

18:30  Dinner hosted by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BOI)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晚宴 

 

December 2 (Tuesday) 

10:00 Visit to Industrial Estate Authority of Thailand (IEAT)  

     參觀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Add.: 618 Nikhom Makkasan Rd., Makkasan, Ratchathewi, Bangkok 

12:00          Lunch hosted by I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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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工業區管理局午餐 

17:50   Departure of CIECA Delegation for Taipei  

   代表團離泰返台 

22:25   Arrival of Delegation in Taipei  

   代表團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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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出席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一、會議時間及參加人員 

  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於 2014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率團赴泰

國參訪，主要為出席「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並參訪泰國經貿機構，訪問團一

行 31 人（團員名單詳附件１），我代表團於 2014 年 11 月 30 日啟程前往泰國，12 月

2 日返抵桃園機場。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由國經協會與泰國工業院共同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

在泰國曼谷聯合主辦，會議由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及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暨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施顏祥先生共同主持。 

 

  代表團於 11 月 30 日抵達當晚即趕赴 Amata 集團參加簡報會議，12 月 1 日上午出

席「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下午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NESDB)，

是晚出席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晚宴，2 日上午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IEAT)，中

午出席泰國工業區管理局午餐交流，下午搭機返台圓滿結束訪泰行程。 

 

二、會議內容概要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於 12 月 1 日上午假 Dusit Thani BangkokHotel 舉

行，由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及本會泰國委員會

主任委員暨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施顏祥先生共同主持（會議議程如附件２），本屆

會議選定「資通訊產業」及「綠色能源產業」等議題為會議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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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訊產業」議題由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暨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謝其嘉博士以”Breeding Ground of ICT Industries–Historical Review of Science Based 

Parks in Taiwan”、好玩家股份有限公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就”Overview of 

SNSplus Inc.”及泰國資通訊工業技術研究所 Pakpoom Sukanjanasiri 秘書長以”Moving 

Toward Digital Economy”為題發表報告。 

 

  「綠色能源產業」議題由工業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組長就” Overview 

of Taiwan Solar PV Industry”及泰國工業院再生能源產業組 Phichai Tinsuntisook 主任委

員以”Green Energy”為題提出簡報。 

 

三、會議發言暨報告摘要 

（一）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 Kriengkrai Thiennukul 發言

摘要 

  台泰經濟合作會議為台泰企業界交流的重要溝通平台，此屆會議將討論兩國資通

訊產業以及綠色能源產業之最新發展概況，期盼稍後雙方能有熱烈討論與意見交流並

從中獲益。因應即將成形的東協經濟共同體，泰國政府致力推動上述產業，希望透過

加強產能及技術以提升產品價值，進而增加該國的經濟價值與競爭力。 

 

（二）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發言摘要 

   我國資通訊產業具全球領導地位，美國與中國大陸於北京甫擴大談判資訊科

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降稅清單的產品，我相關業者出口

至大陸、歐盟與美國的產品關稅將大幅減少，可望提升產品競爭力，加之兩國業界已

多年持續推動資通訊產業合作案，對於提昇彼此研發及技術升級更有助益，亦有利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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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兩國產品市場佔有率。在綠色能源領域，我政府致力推動使用具環保概念之技術及

產品如 LED 及太陽光電；泰國政府亦全力發展綠色能源產業，相信兩國在未來可加

強合作，提升彼此的市場競爭力，創造雙贏的局面。 

 

（三）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發言摘要 

  在泰國現有台商超過 5 千家，逾 15 萬台灣人在泰國，人數超過其他東南亞國家，

兩國已在農業、教育、貿易、中小企業發展等領域有合作。我國與泰國的雙邊經貿關

係向來緊密，2013 年台泰雙邊貿易總額為 100 億 6,000 萬美元，我國為泰國第 12 大貿

易夥伴，第 19 大出口市場以及第 9 大進口來源國，截至 2014 年 9 月底，我商在泰投

資總額累計達 138 億美元，排名在日本及美國之後為泰國第三大投資國。泰國是東南

亞國家協會成員國，是東協第二大經濟體，為東協中心，明年底東協經濟體將要啟動，

東協市場的商機無可限量，呼籲兩國儘快洽簽經濟合作協定(ECA)，未來增進雙邊經

貿關係以及深化雙方產業合作。 

 

（四）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發言摘要 

  一直以來 P 次長對台灣的中小企業、紡織、汽車零組件以及橡膠產業印象深刻，

希望雙方能夠持續交流加強合作，協助泰國發展相關產業。台灣在 2007 年泡沫經濟

風暴下能全身而退，也因在整體經濟中佔絶大多數的中小型企業應對靈活，加之政府

金融政策應對得當所致，泰國在輔導中小型企業發展方面，有很多需向我國學習與借

鏡的地方。2015 年東協經濟整合形成東協經濟共同體後，在區域內資本與勞動的自由

化下，外資的投資布局將呈現更多樣與整體觀的佈局，泰國政府已密切注意此問題，

鼓勵泰國中小企業前往東協鄰國投資佈局。泰國第 11 期國家發展計畫的規劃主軸包

括提升生產效率、創新、及環保意識、持續強化泰國的基本結構、增進整體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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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與其他國家競爭等。 

 

（五）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暨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其嘉

博士簡報摘要 

  新竹科學園區主要以積體電路、電腦及周邊設備、通訊、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

科技等產業發展主軸之科學園區，近幾年來竹科產值均達新台幣 1 兆元以上，進入園

區設立登記之家數已逾 400 家以上，就業人數達 15 萬 2,114 人，擁有博士及碩士學位

分別占 2.3%及 28%，園區擁有完善軟硬體建設、高素質人力、產業聚落發展及結合

周邊產官學研究資源暨高品質研發。近年來，生技產業成長速度已超越半導體產業，

而綠色科技產業在未來深具發展潛力。竹科的願景為培育優質及創新的投資環境，有

利於國家經濟成長；核心價值為提供高效率、具競爭力及具誠信的服務。 

 

（六）泰國資通訊工業技術研究所 Pakpoom Sukanjanasiri 秘書長簡報摘

要 

         數位化生活在泰國已相當普及，行動電話用戶已達 9,400 萬人、上網人口達

2,600 萬人、line 及臉書註冊戶則分別達 3,300 萬人及 2,800 萬人。面對數位經濟時代

的來臨，泰國政府與產業及社區部門一同合作推動，包括加強軟硬基礎設施、推廣及

創新、社會知識及服務設施。在軟基礎設施上，泰國政府加強推動電子文件及電子交

易提供更便捷的服務，並鼓勵其中小企業加入電子市場。 

 

（七）好玩家股份有限公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簡報摘要 

       好玩家為遊戲開發商及發行商，亦擁有自營的營運平台，主要市場包括泰國、台

灣、香港、澳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及中國大陸。繼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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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泰國推出風靡泰國玩家的”開心豬仔”社群遊戲後，今年 4 月於泰國再發行”戰舞姬”

手機遊戲，成績同樣亮眼，再度成功打響該公司在泰國市場的知名度。目前手機遊戲

占泰國的遊戲產業總收入的 15%，但由於智慧型手機日趨普及，未來手機遊戲市場的

成長潛力無限。 

 

（八）工業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組長簡報摘要 

  2014-2018 年間全球太陽能產業將穩定成長，預估總產能由 2014 年的 520 億瓦提

高到 2018 年的 690 億瓦，2010 年台灣已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太陽能電池製造產地，

呈現太陽能製造重心轉移到亞洲市場的態勢。為推動我國太陽能產業，政府推出”陽

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及”PV 擴大海外市場行動計畫”。前者規劃於 2030 年推廣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設置容量達到 6,200MW，建立我國太陽光電設置應用完善環境，後者則採取

商情提供、商機媒合、電廠融資等三大策略主軸，協助國內太陽能業者爭取或承接國

際採購標案，拓展海外市場。 

 

（九）泰國工業院再生能源產業組 Phichai Tinsuntisook 主任委員簡報摘要 

      目前泰國再生能源產業包括太陽能電池、風力、生質能、生物氣體、乙醇燃料、

生質柴油及垃圾資源回收 7 大領域。泰國政府於 2012 年推動能源計畫-「替代能源發

展計畫(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AEDP)」，目標在 2021 年再生能源比例

達 25%，截至 2013 年 3 月，泰國再生能源比例僅 9.9%。 

 

四、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晚宴交流 

  會議結束當晚由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BOI)作東

假 Dusit Thani Bangkok Hotel 宴請我代表團。泰國方面出席者包括泰國投資促進委員



- 11 - 

 

會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副秘書長、泰國工業院 Supant Mongkolsuthree 主席、泰國

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駐泰國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

經濟組長、以及我代表團謝其嘉副團長。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副秘書長於致詞中表示歡迎我代表

團訪泰，台泰會議為雙方業者重要的交流平台，非常高興上午的會議順利圓滿。駐泰

國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長則表示非常高興在各方努力之下，台泰會議在延宕兩

年後能重新舉辦，對於會中雙方推動的 ICT 產業合作，也是泰國投資促進會目前推動

的重點產業，透過雙方交流促進更多合作契機。  

 

肆、參訪活動 

（一）、11 月 30 日到達泰國當晚拜訪亞洲最大民營工業區開發集團－

Amata 集團 

  到達泰國當天（11 月 30 日）晚間由 Amata Corporation PCL 邱威功總裁 (Mr. 

Vikrom Kromadit)假寓所向我代表團全體團員辦理相關簡報。 Amata 安美德集團於

1989 年創立，為亞洲最大民營工業區開發集團，工業區遍佈泰、緬、越，邱總裁除為

成功企業家外，連續兩年被 FORBES 雜誌評入泰國富豪榜前 40 名，亦是著名慈善家、

作家以及評論家。 

  邱總裁於簡報中詳細介紹該集團的最新發展計畫包括緬甸及越南開發工業區、

Food City 以及 Science City。渠表示亞洲正經歷劇烈變化，東協已然躍上舞台中央，

5+1 北東協經濟圈（泰、緬、越、柬、寮+中國）板塊，正在快速成形。 

  Food City 的設立即是跨境考量結合中國雲南蔬果、花卉的產值，在緬甸開發設立

農業專區，研發農業技術，進一步發展食品加工業，利用跨境鐵公路運輸，供應北東

協 2 億人口的食品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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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集團邱總裁具有宏觀視野，在東協計劃邁入區域整合之際，及早於東協各國佈

局；我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表示泰國位於北東協樞紐位置，人民和善，考慮相關

產業供應鏈，其投資環境優於其他東協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 

 

（二）、12 月 1 日會議結束後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 

  泰國主辦單位安排我代表團於 12 月 1 日下午前往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

局(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NESDB)，由該局

Pojanee Artarotpinyo 資深顧問接待。 

  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於 1950 成立，該局為我代表團介紹該局現階段積極

推動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EZ)發展計畫。SEZ 第一階段發展計畫為於

泰國的 5 個府包括來興、沙繳、莫拉限、宋卡和噠叻府設立邊境經濟特區。經濟特區

的具體政策包括：對經濟特區相關投資項目加快審議和批准、投資項目享有稅收優惠、

減免投資項目的相關手續費、為在經濟特區創建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以及給予物

流企業特別優惠等。 

 

（三）12 月 2 日返國當日上午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返國當日上午前往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Industrial Estate Authority of Thailand，

IEAT)，由該局 Assistant to Governor Ms. Suwatana Kmolwatananisa 接待。  

  泰國工業區管理局成立於 1972 年，負責開發及管理泰國各府工業區。目前，在

16 個府的 56 個工業園區當中，有 11 個由工業區管理局直接經營，45 個由工業區管理

局與私營企業合作經營。泰國的工業園區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般工業園區 (General 

Industrial Zone，GIZ)及自由區 (IEAT Free Zone)，工業區管理局根據泰國相關法律法

規對工業區的設立履行審批；對工業區的建設、配套設施的完善、土地分配等實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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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工業區土地使用、園區經營、稅收優惠、工作許可和外籍勞工等提供相關服務。

另外，該局注重工業區之永續發展的同時，亦著重生態及環境保護以及提高產品價值。  

 

伍、 心得與建議 

（一）泰國政府高層參與本次會議，有助推動兩國經貿往來交流及互動。 

  「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因故延宕兩年，2014 年 4 月泰國工業院高層改選，我駐

泰國代表處暨經濟組積極進洽，大力促成「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恢復舉辦，

並協助排定泰國官方參訪拜會行程，讓此次訪問行程中得以直接會晤泰國經濟投資主

管官員，了解最新經濟政策及投資優惠條例。而泰方邀請多位泰國官員出席會議，顯

現泰國政府對兩會建構之民間經貿交流平台十分重視。 

 

（二）政府積極推動洽簽台泰經濟合作協定 

  繼我國分別與紐西蘭及新加坡於 2013 年 7 月及 11 月簽署經濟合作協定後，我國

經貿單位持續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洽簽類似的經濟合作協定，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施

顏祥主任委員及我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使均分別於本次大會中力促兩國政府儘早洽

簽經濟合作協定，希望兩國日後能加強 ICT、汽車零組件（包含橡膠）、中小企業，

以及紡織等產業的合作案。 

 

（三）Amata Corporation PCL 邱威功總裁提出之 Science City 計劃，吸

引我相關業者進駐。 

   Amata 集團在泰國開發之 Science City 案，計劃規劃設立包括汽車工業、生技、

醫療器材、製藥，以及軟體研發中心，引導泰國由製造基地轉變為研發中心。園區內

使用智慧電綱，潔淨能源，智慧工法，區內也將設立創新中心，學術訓練單位，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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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心等。施主委認為該園區之設計對我國高科技產業，拓展海外投資頗具吸引力，

如台達電除了在泰國設廠，將產品外銷至其他國家，也在泰國設立研發中心，日本豐

田汽車在泰國生產汽車外，亦於 7 年前也在泰國設立研發中心，若我國廠商有意進入

泰國設立據點，可考慮 Amata 集團在泰國開發之 Science City 工業城。 

 

（四）泰國經濟持續發展，惟仍需觀察未來政治情勢發展，注意防範政治

風險。 

  2014 年 5 月 20 日泰國軍方宣布實施戒嚴法，22 日陸軍總司令宣布接掌政權，

並承諾將在 2015 年 10 月以後舉行國會大選。經濟學人(EIU)評估短期而言，軍方

「國家和平秩序委員會」(NCPO)結束軍方接管以來政治僵局、及持續爆發之抗爭。

因泰國是東協中汽車生產與出口的最重要國家，並位於東協共同體的樞紐位置，來自

大陸及日本的外資持續進入泰國，泰國經濟預計將持續發展，長期而言將回到經濟成

長的軌道，但未來仍需密切觀察軍政府的經濟振興方案是否順利進行，以及是否如期

於今年下半年進行國會選舉等政治情勢變化。 

 

（五）泰國積極推廣「世界廚房」行銷策略，食品加工機械進口需求大。 

  泰國是東協地區主要的食品加工生產國，2008 年泰國食品出口總額達 230 億美

元，占泰國該年度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8.5%，以及同年度出口總額的 13%，是

泰國最重要的創匯產業之一。加上泰國政府一向積極推廣該國為「世界廚房」的行銷策

略，也讓泰國特色食品出口大幅提升為全球第七大食品生產國。由於泰國機械產業不發

達，有超過 80%的食品加工及包裝機械設備需從海外進口，每年進口金額約達 10 億

美元，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潛力市場。泰國的大型食品加工企業較有充裕資金用於採購高

價位的歐、美機械設備。至於中、小型食品業，則是台灣食品加工機械設備製造商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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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用者，泰國買主對台灣機械的評價頗佳，除了功能之外，我國產品價格具競爭力也

是受泰國買主青睞的主要原因。 

 

（六）泰國觀光醫療產業發達，可為我國醫療業者發展服務貿易借鏡。 

  近年來泰國的觀光醫療產業蓬勃發展。例如泰國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康民醫

院 ) 國 內 外 的 客 源 各 占 50% ， 該 醫 院 擁 有 超 過 百 人 的 翻 譯 人 員 ， 另 外 Samitivej 

Hospital(三美泰醫醫院)主要經營泰國當地日本企業客源，約有 70%的當地日本企業均

為 Samitivej 客戶。泰國觀光醫療產業目標客戶群明確，其以客為尊的服務細節，如登

記、簽證等服務櫃檯均設有專人服務，都值得我國醫療業者發展服務貿易時加以參考。 

 

（七）本行於泰國曼谷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可發揮東協市場軸心輻射效

益。 

  本行為促進國內出口貿易及投資，規劃在泰國曼谷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已於１０

３年１１月向金管會提出申請並已獲其同意，目前正進行後續向泰國主管機關申辦事

宜，本次前往泰國參加「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亦利用機會與當地台商中鼎工程公司、 

台達電子公司及兆豐銀行泰國子行總經理洽談，了解設立泰國辦事處辦理程序。 

    

        東協地區逐步整合完成深具發展潛力，一向為政府鼓勵開拓之重點市場，本行於

東協核心會員國--泰國設立服務據點後，可積極推介融資及保險業務，加強客戶拜訪瞭

解其營運及財務狀況，確實掌握臺商營運動態，及該地區之金融、產業脈動，有助於本

行授信及保險決策及風險控管。另本行目前在泰國已建立轉融資往來銀行共 3 家，未

來透過本行泰國曼谷代表人辦事處，可進一步加強與泰國金融機構聯繫合作，協助我國

廠商拓展泰國市場，進而佈局東協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會員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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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我商應早日進軍泰國設立據點，規劃東協大戰略佈局。 

  近年來東協各國經濟成長而帶動消費力的提升，使其成為我國重要出口市場，占

我國總出口比重由 2001 年 12%上升至 2012 年 19%，為台灣出口區域中成長速度最快

者，並成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 

  東協整合過程中最直接的影響是實施貿易關稅減免，形同開放區域內 6 億人口之

市場並創造生產基地，足以與全世界最大之經濟體競爭，泰國位於東協共同體的樞紐位

置，預計將加速吸引外國投資，尤其是日本、中國和美國對泰國的直接投資，在泰國建

立生產基地並以東協市場為拓銷目標市場。 

由於世界製造業路徑及版圖不斷的變動，當中國大陸境內工資逐漸上揚之際，正帶

給東協經濟體變成下一個「全球工廠」之機會，放眼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共同體-「東協

經濟共同體」將於 2015 年誕生，泰國為「東協」核心會員國，且屬 RCEP 成員國，建

議我國廠商早日進軍泰國，規劃東協大戰略佈局，順應趨勢掌握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