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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泰国是亲密友好邻邦，“中泰一家亲”情谊源

远流长。

近年来，中泰各领域合作务实推进、成果丰硕。中

国连续 9 年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多年为泰国农产品最

大出口市场、主要外资来源国。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

合作展现强劲韧性，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

作势头迅猛、前景广阔……以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为目

标和愿景，“中泰一家亲”生动书写新篇章，为两国和地

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越来越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
“让泰国农民提高了收入”

走进泰国尖竹汶府的通百果园，果农威猜正站在几

十米高的树上，挥刀砍断榴莲把，几公斤重的果子落了

下来。树下，他的同伴张开麻袋，将一个个榴莲稳稳兜

住。不一会儿，地上就码放了一排榴莲。“我们果园有

200 多棵榴莲树，每棵树能结 50 到 100 个榴莲。它们将

全部销往中国，预计今年整个果园收入可达几百万泰铢

（1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5 泰 铢）。”果 园 负 责 人 叻 蓬 乐 呵 呵

地说。

在泰国最大的榴莲批发市场——尖竹汶府能颂市

场，从每年 5 月开始，新采摘的榴莲就堆成了小山，不少

商家门前的大牌子上写着“金枕榴莲”“专供中国”等字

样。这些榴莲被运到附近的加工厂，经过杀菌、包装等

处理后，五六个榴莲装成一箱。一个加工厂，每晚大约

能装 5 个海运货柜，每个货柜可装 900 箱，其中大部分运

往中国市场。

尖竹汶府不仅是榴莲的主产地，还盛产龙眼。在

赛道县提蒂玛家的果园里，果农猜瓦边修剪果树边告

诉记者：“每串最好只留 60 粒，这样龙眼才能长得又大

又圆。这项技术叫‘疏果’，起初中国技术人员教我们

时，我们还不舍得剪。学了这项技术后，现在一级品

质的龙眼价格可达每公斤 45 泰铢，比以前一串 100 多

粒的果子要赚钱。”尖竹汶府龙眼果农协会会长阿姆

纳说：“尖竹汶府每年大约产龙眼 20 万吨，其中 80%销

往中国。”

为保障水果品质、延长保鲜时间，中国合作伙伴与

泰 方 积 极 分 享 技 术 、更 新 设 备 ，助 力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

中国深圳中兴环保集团与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东方

大 学 共 同 开 发 了“ 社 区 冷 藏 柜 ”，采 用 单 向 透 气 薄 膜

纳米塑料开发技术等，可针对不同水果自动匹配储存

的温度、气体等。自然条件只能保鲜 3 天的龙眼，通过

冷藏柜可至少保存 21 天。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部长

差棱猜表示：“龙眼、山竹、芒果等水果保鲜要求高，要

出口远端市场多使用空运，费用高，且数量有限。中

国伙伴帮助我们解决保鲜难题，使这些水果通过海运

出口欧美等地成为可能。中国技术助力泰国水果走

向世界。”

像尖竹汶的榴莲、龙眼一样，越来越多的泰国水果

正走进中国市场。2021 年，泰国水果对华出口约 220 万

吨，出口额 1630 亿泰铢。今年上半年，泰国水果对华出

口 10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2 万吨。泰国副总理兼商

业部部长朱林表示，泰国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

中国是泰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农产品和水果领

域。“加强国际合作，让泰国农民提高了收入，越来越多

的农业人口走向富裕。”

绿色合作助力可持续发展——
“彰显中国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在泰国曼谷市中心的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广

场，十几辆长城新能源汽车整齐停放。今年，长城汽车

在泰国本地生产的首款新能源汽车哈弗 H6 HEV 被选

定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指定用车。

近年来，泰国政府积极筹划能源转型，提出到 2036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提升至 30%，几

乎是 2015 年的两倍。中泰两国在多个领域开展绿色合

作，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助力当地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电动汽车颇受泰国市场青睐。 2014
年，中国上汽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的上汽正大公司

泰国工厂正式投产，设计年产能为 10 万辆，旗下两款车

型销量排在 2021 年泰国电动汽车市场前列。长城汽车

泰国罗勇工厂于 2021 年正式投产，初期年产能 8 万辆。

工厂还与当地 3 家电力能源机构合作，建设的充电站覆

盖超过 50%的泰国公共充电网络。《泰国商报》分析认

为，泰国汽车产业正开始从传统燃油汽车向新能源汽车

转型，中泰合作有助于推动泰国汽车产业转型，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元、科技含量更高的品牌选择。

在乌汶府的诗琳通水库上，巨大的电池板整齐排

列，覆盖在清澈的水面上，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是世

界上最大的水电和浮体光伏综合能源电站，由中国能建

山西院联合总承包、安徽电建二公司承建。该项目可以

实现浮体光伏与水电设备交替或同时发电，避开天气

因素影响，确保可再生能源连续发电。2021 年 9 月全容

量并网投运后，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 4.7 万吨，相

当于植树造林约 6016 公顷。

“‘水电+光伏’综合能源发电模式，将全面提升泰

国电力自主供应能力，作为一项可持续的能源创新模

式，可在泰国各大水库推广应用。”泰国总理巴育高度

评价这一创新模式。泰国国家电力局已决定，将在另

外 8 个水库复制诗琳通水库项目。

“中国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彰显中国减少碳排放

的承诺，这也是泰国今后将与中国密切展开合作的领

域。”泰国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司长奇猜表示，中国

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期待中国与泰

国和其他 APEC 经济体紧密合作，以更绿色、更包容的

方式开展经贸投资，为当地社会创造财富，共促繁荣

与发展。

数字技术合作持续深化——
“真切感受到数字经济给生活

带来的改善”

位于泰国经济中心地带“东部经济走廊”的兰乍邦

港，吊车林立，货柜整齐，无人驾驶货车频繁穿梭，一片

繁忙景象。

兰乍邦港是泰国最大的集装箱深海港口和物流枢

纽，“无人驾驶货车”是港口与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的一项数字项目。在作业现场，一辆无人驾驶货

车可相当于 4 名司机的工作量。疫情防控期间，它们更

是“大显身手”，有效缓解了运力短缺。在港口工作了

10 多年的运营经理苏提拉说：“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无人

驾驶技术，高效环保，非常好。”

自 2020 年 4 月第一批无人驾驶货车试运行后，截至

2022 年 8 月 ，无 人 驾 驶 货 车 队 已 累 计 作 业 超 15 万 标

箱。当前，泰国正在兰乍邦港进一步探索发展智慧口

岸，借助中国的无人驾驶及 5G 等技术，增进集装箱管理

效能，减少物流成本，打造面向泰国境内与周边国家的

绿色现代化港口。

近年来，泰国政府致力于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

济发展。2017 年至 2020 年，数字经济占泰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由 9%提高到了 19%，数字经济总规模接近

1000 亿美元。中泰两国数字技术合作持续深化，越来

越多的中国科技企业进入泰国市场，为当地研发能力提

升、产业升级以及民生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华为公司开放实验

室等为双方开展高水平数字合作提供了科技、人力资源

支持，中兴通讯为泰国数字社会转型量身定制了智慧社

会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的先进科技，让民众真切感受到

数字经济给生活带来的改善。”泰国高等教育与科研创

新部部长阿内·劳塔玛塔表示，本次 APEC 会议主题是

“开放、联通、平衡”，泰中两国均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

阶段，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是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必然

要求。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表示，“泰国 4.0”战略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互相融合，中国在科技创新、高铁

建设、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好的经验，泰国可以学习借鉴

中国的经验。“泰中两国未来将更加注重科技领域合作

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这将推动两国

关系更加快速发展。”

推进务实合作推进务实合作 强化创新引领强化创新引领

““中泰一家亲中泰一家亲””书写新篇章书写新篇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章念生章念生 孙广勇孙广勇

飞 机 抵 达 曼 谷 已 是 晚

上。夜幕下，一条条灯带纵

横延展，映射着“天使之城”

的亮丽和活力。湄南河沿岸

精心上演着灯光秀，欢迎世

界各地来曼谷参加 APEC 会

议的嘉宾。

在泰国采访，人们最常

讲到的一句话就是“中泰一

家亲”。“一家亲”的描述非比

寻常，这是时光流转中漫长

的情感沉淀，是中泰友好事

业不断进步的坚实基础。

山水相连、心意相通，中

泰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格外亲

近。中国在东南亚设立的首

个中国文化中心位于曼谷；

泰国是首个将中文纳入国民

教 育 体 系 的 国 家 ，有 超 过

2000 所 大 中 小 学 开 设 了 中

文课程；中国优秀的文学影

视 作 品 在 泰 国 拥 有 大 批 粉

丝，泰剧、泰国广告和动漫创

意也颇受很多中国年轻人的

喜 爱 。 密 切 的 人 文 交 流 合

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

互了解，拉近着彼此之间感

情的距离。

相互支持、共克时艰，中泰两国的深厚情谊历

久弥坚。面对困难和挑战，两国总是第一时间为对

方提供帮助，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家亲”的深刻

内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分享抗疫经验和

物资的同时，两国持续推进务实合作，双边贸易逆

势增长。 2021 年双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同比增长 33%。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表

示：“相信疫情过后，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更加牢固紧密。”

共谋发展、共享机遇，两国关系好上加好、亲上

加亲。今年 4 月底，泰国首次通过中老铁路向中国

市场大批量运送榴莲，开辟了泰国水果出口的新渠

道。当前，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正在推进。泰国

民众期待中老泰铁路使跨境运输更便捷、更高效，更

好实现“货物北上，游客南下”。泰国国家研究院泰

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苏拉西·塔纳唐感慨道，共建

“一带一路”同“泰国 4.0”“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

略对接，必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速。“中国好，我们

会更好。”

“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今年是中泰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以共建中泰命运共

同体为目标和愿景，将为“中泰一家亲”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相信在中泰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通

过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中泰关系一定会迎来更加辉

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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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1 月 17 日，泰国民众挥舞中泰两国国旗，

欢迎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

环球时报记者 杨若愚摄

图②：在长城汽车泰国罗勇工厂总装车间内，工

人正在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底盘合装。

本报记者 赵益普摄

图③：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农业植保无人机助力

泰国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安全。图为一名泰国农民操

作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图④：泰国甘拉雅尼音乐学院的学生在曼谷中

国文化中心学中国画。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底图：泰国猜也蓬风电场项目由泰国电力局开

发、中国金风科技提供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80 兆瓦。图为项目现场。 塔 纳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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