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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泰國經濟復甦較為顯著。據盤谷銀行研
究部分析，農民收入的提高，長期低水平的能源價格，

以及政府投資和刺激經濟政策的實施等多項因素促進民
間消費逐步好轉，而出口業於連續疲軟三年後首次增
長，旅遊業持續上升，均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發展。盤谷

銀行研究部預計2016年全年泰國GDP增幅可能達到
3.2%。 

 2016年泰國工業生産指數（MPI）同比僅增長
0.4%。產能使用率平均65.6%，略低於上年的65.8%。 
 2016年全年民間消費指數（PCI）較上年提高
3.1%，消費者信心指數（CCI）平均為73.3，較上年的
75.5略降少許。民間投資指數（PII）同比微漲0.2%，投

資信心指數（ICI）平均為103.3，略高於上年的90.5。
同期經營信心指數（BSI）平均為49.6，高於2016年的
48.7。 
 2016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長率為
0.2%，基礎消費者物價指數（Core CPI）同比升高
0.7%。生産者物價指數（PPI）同比降低1.2%。 
 在全球經濟環境仍然不甚良好的影響下，泰國出
口第一、二季度分別出現1.5%和2.5%的減幅。但下半年
出現扭轉，第三和第四季度轉為增長0.4%和3.6%。全年
出口額為2,141億美元，在連續走低3年後首次出現上

升，儘管同比增幅只有0.01%。 
 2016年出口排行榜上前五名依次為汽車及零配
件、電腦及零配件、珠寶首飾、集成電路和塑膠粒，出
口額分別為262.73億美元、167.60億美元、142.49億美

元、77.17億美元和77.07億美元。前五大出口市場按出
口額依次為東盟、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除東盟市
場同比略降 0.9%外，其他各市場分別增長 1.8%、

0.3%、0.4%和2.5%。  
 同期進口總額為1,784億美元，比2015年降低
4.7%。進口市場主要有中國、東盟、日本、歐盟和美
國，其中東盟、日本和美國市場同比下降4.5%、1.8%和

13.0%，中國和歐盟市場進口額同比出現幅度分別為
2.3%和0.02%的增長。  
 2016年泰國對外貿易順差358億美元，服務順差
107億美元，經常賬餘額為464億美元順差，結算餘額

128億美元順差。 
 2016年泰銖匯率在32.35銖/美元至36.59銖/美元
間，全年平均兌換率是34.29銖/美元，同比貶值5.6%。 

 盤谷銀行研究部預計2017年泰國經濟增幅可能達
到3.3%，浮動區間在3.0%至3.6%之間。 
 民間消費指數在上年基礎上可能再度提高2.6%，
主要因農產品價格上升推動農民收入的水漲船高；隨著
加入上任政府「首車減稅計劃」的購車者已付清車款，

使得支出減少；以及政府在2016年底推出的「減稅刺激
消費」政策短期内起到了刺激經濟的作用。民間投資指

數有可能上升1.6%。 
 2017年政府開支預計將有更大增幅，尤其是大型
基建項目方面的投資、官民共建（Civil State）政策、
中央政府與地方行政管理組織配比基金（Matching 
Fund）等。 
 預計新一年泰國出口將會有少許增長，增幅與

2016年近似。利好因素包括石油價格的上調；部份工業

因其生産基地從外國遷入而推動出口增長，如：硬盤驅

動器和塑膠手套生産基地從馬來西亞遷入泰國等；包括

電器電子產品、汽車及零部件在内的部份工業拓展新市

場；同時其他出口產品也將緩步提高。預計美國市場將

會有較好的復甦表現，而日本及歐盟市場均較為遲緩，

中國市場則因繼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表現不甚良好。

全球貿易額的增長隨著貿易結構的調整出現減緩，泰國

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仍有待提高。 
 儘管猴年泰國旅遊業發展不盡人意，外國遊客總

數僅3,260萬人。但經過上年政府大力整治「零團費」

旅行團，以及泰國逐步走出國喪，預計雞年泰國旅遊業

將漸有起色，外國赴泰遊客總數可能達到3,410萬人。

泰國政府對19個主要旅遊客源國推出的降低簽證費用的

政策也起到一定推動作用。 
 此外，支持泰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還包括：各

地水庫水位恢復正常水平成為2017年農業生産增長的一

大保證，政府鼓勵大面積耕作政策的推行同樣有助於農

業增產。政府20個大型基建項目投資總額高達1.4萬億

銖，以及「東部經濟走廊」計劃的實施。 
 而不利因素主要來自世界經濟和金融業的不穩定

性，其中包括美國新總統就任帶來的政策不確定，英國

加緊脫歐程序，意大利公債問題和即將舉行的憲法公

投，法、德大選等。國内因素主要是年底開始的大選準

備工作對政局的影響。 
 知名經濟學家、泰國總理事務部部長助理、前盤

谷銀行執行副總裁谷塞‧浦達昆博士指出2017年泰國經

濟可能遭遇的風險一部份來自美國，而來自包括歐盟、

日本，甚至中國等其他國家風險基本上與上年近似。美

國資本金融市場的變化，尤其是美聯儲可能最少上調3
次政策性利率，調升幅度可能高達1.5%，將導致資金流

出新興市場國家，美元升值，泰幣貶值。此外，美國新

任總統川普的一些異於以往的政策，如：下調企業所得

稅（自35%降至15%），構築稅務壁壘等，均可能影響

國際政經局勢。谷塞博士預計，2017年泰國經濟增幅約

在3.5%-4.0%之間。 
 盤谷銀行董事總裁陳智深認為，2017 年泰國出

口業、國内消費均有利於經濟發展，投資的持續擴大，

更是有助於製造業的進一步復甦。而來自國外的風險因

素，應關注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

但相信泰國經濟基礎依然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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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國家銀行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11 月 2016 年 12 月 

GDP 增幅（同比，%） 2.9-3.3 3.0-4.0 3.2 
民間消費 （同比，%） 2.7-3.7 2.7 2.6 
民間投資 （同比，%） 1.2-2.2 2.8 1.6 
產能使用率 （同比，%） - - - 
政府       
         日常支出 （同比，%） 1.5-2.5 2.1 3.2 
         投資支出 （同比，%） 5.7-6.7 11.2 7.5 
出口物量 （同比，%） 2.1-3.1 1.2 0.6 
出口總額（以美元計，同比，%） 1.3-2.3 2.4 0 
進口物量 （同比，%） 2.6-3.6 1.5 2.4 
進口總額（以美元計，同比，%） 3.5-4.5 4.5 7.8 

標題通脹 （同比，%） 1.6-2.6 1.0-2.0 1.5 
核心通脹 （同比，%） 0.4-1.4 - 0.8 

   盤谷銀行研究部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