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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美主導之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因間諜氣球事件再度

升溫，泰國商務部表示美國及中國均為泰國重要貿易夥伴，

分別佔泰國總出口量的 16.6%及 12%，持續升溫之緊張情勢

恐影響泰國出口前景，預期泰國本年出口成長將落在 1%至

2%間，低於去(2022)年的 5.5%。 

 

針對美中科技戰可能對泰國貿易及投資造成的影響，泰國商

務部貿易政策與策略辦公室 (TPSO)局 長 Poonpong 

Naiyanapakorn表示，預期美中雙方將採行更強硬的制裁措施，

相關措施並將延伸至更廣泛的科技領域，在此發展背景下，

泰國有機會成為美國業者及中國境內業者之替代生產基地，

並藉此吸引更多外人投資，然而，美國所採取之供應鏈回流

(Re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及台海情勢，均為

泰國外人投資前景之潛在風險。 

 

美國智庫「特別競爭研究計畫(SCSP)」研究報告指出，2025

至 2030年為美中科技競爭之關鍵時期，倘美國未在半導體、

人工智慧、5G等三大重點領域採取激烈手段，恐將失去全球

科技主導權，Poonpong局長另說明，美中緊張情勢對泰國電

器、電子及汽車產業可能造成的衝擊最大。 

 

Poonpong局長表示，泰國應致力吸引外人投資先進科技領域，

並成為美國及其他印太經濟架構(IPEF)夥伴國在半導體、潔

淨能源等技術之關鍵供應鏈夥伴，此外，泰國企業須將地緣

政治因素納入商業決策中，並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以降低

供應鏈風險。 



 

東南亞電商解決方案公司 aCommerce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Paul Srivorakul 則樂觀認為，泰國有機會在美中衝突所產生

之轉移效應中獲利，中國境內業者為避免受制裁措施波及將

思考將商業活動轉移至泰國等周邊國家，泰國與中國享有緊

密的經濟及外交關係，中國佔泰國總出口的 12%，泰國亦與

美國享有長久之軍事、貿易及外交合作基礎，爰有機會在兩

強間扮演居中調解之關鍵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