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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泰国新能源政策下的中资企业发展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廖子乐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泰国是东盟的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拥有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近年来，泰国出台

了一系列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支持政策，积极与国外开展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鼓励外资外企在国内发展新能源产业，给中资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本文从能源规划政策、电价补贴计划、投资优惠政策入手，阐述泰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政策布局，结合投资设厂

的税收政策和额外激励，分析泰国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围绕充分了解法律政策、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提高新能源续航

水平、车企加强战略合作四个维度，探讨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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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能源运用紧张问题，泰国大力出台电动汽车方向的投

资和激励策略，吸引拥有先进技术的中国车企，加大电动能源车

型的生产和推广力度。基于泰国政策显示，若企业在泰国投资电

动汽车项目的资金价值超过 1.65 亿美元（50 亿泰铢），就可享受

8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福利；企业投资金额在 50 亿泰铢以下，可

以享受 3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福利，除了电动汽车生产厂家，投

资汽车核心零部件的企业也可享受上述政策优惠。同时，在泰国

开展电池相关生产项目的企业，若需要进口内地缺少的材料，可

享受 90% 的进口关税税费减免优惠，该政策优惠限定 2 年。

一、泰国新能源规划及政策布局

泰国在 2004 年就推出了第一部新能源发展战略规划，每隔

五年重新调整新能源长期规划，当前在实施《新能源发展规划

2015-2036》，包含替代能源发展计划 AEDP2015、能源效率发展

计划 EEDP2015、能源发展计划 PDP2015。除了长期规划，为推动

新能源产业发展，泰国推出上网电价补贴、新能源购电协议政策，

还在税收与非税收方面，制定了投资优惠政策，对中国新能源车

企极具吸引力。

（一）能源规划政策

在替代能源发展计划 AEDP2015 中，泰国结合新能源发展蓝

图，制定提高能源效率，保证能源安全，提高新能源产量三大目标。

在发电领域，要不断增加新能源使用量，使新能源使用量占总能

源使用量 30%，实现全国电量 20% 由新能源提供。泰国出台此计划，

希望充分利用沼气、生物质、垃圾发电，降低化石燃料依赖程度，

处理农业废物与城市固体废物。在能效发展计划 EEDP2015，泰国

2036 年为目标实现的节点，设定了电力和热能方面的节能目标，

希望全国能源密集型行业相比 2010 年，占比下降 30%，并制定

了前五年的预算资助，主要包含人力资源和机构发展、供资研究

与开发工作、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直接资金等，节能直接资金占

比最高，为 68%，金额为 200 亿泰铢（68%）。在能源发展计划

PDP2015 中，泰国希望通过进口邻国可再生能源、运用清洁煤炭

技术、降低天然气发电依赖程度，提高电力系统运行可靠性，并

制定了鼓励节能的指导方针，包含以下 6 条：制定分销商和发电

商的能源资源标准；明确建筑、工业工厂领域的能源法规，引领

大众树立节能意识；引入能源管理咨询、软贷款、补助金、货币

激励，鼓励高效运用电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大众树立高

效用电意识；修改或取消新能源价格补贴，创造市场价值。

（二）电价补贴计划

为加快新能源发电并网步伐，在常规上网电价的基础上，泰

国在 2006 年根据多种技术，向新能源电力生产商提供固定额度补

贴。在 2015 年，泰国政府采用了浮动电价 + 固定上网电价模式，

取消了固定额度的补贴模式。2017 年，泰国政府重新调整新能源

上网电价政策，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新能源种类、不同装机容量，

设定上网电价，并出台了购买新能源电力的新政策，采用公司合

同购电协议。在本政策中，政府按照发电装机容量与新能源种类，

划分了两类新能源电厂，一类是小型混合发电厂，发电装机容量

为 10-50MW，包含一种及以上新能源发电类型（如沼气、生物质

能）；另一类是微型发电厂，发电装机容量小于 10MW，新能源

发电类型只包含一种。

（三）投资优惠政策

为大力吸引国外企业投资，泰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委

员会（BOI），主要职能是制定优惠鼓励政策，为投资者服务。为

扶持国内新能源产业发展，BOI 设置了优先投资领域，如制造燃

料电池、制造可代替能源的节能机械或设备、使用农产品废弃物

生产燃料、使用代替能源生产蒸汽动力或电力，并制定非税收与

税收类优惠政策。典型的有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沼气能，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基本优惠元气，如免征生产出口、研发用

物料、机械物料免征进口关税，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泰国促进新能源汽车外资企业发展的基本政策

（一）投资设厂的税收政策

为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泰国将新能源汽车产业设为重点投

资类别，出台一系列鼓励国外车企投资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不断

健全基础设施，并制定《投资促进法》，推出以下收税与非税收

类优惠政策。

1. 税收优惠。在进口关税一类，泰国针对科研目的材料、原

材料与必须材料、机器设备，豁免或减免进口关税；在企业所得

税一类，泰国政府减免 50% 的企业所得税，豁免获批投资带来的

股息分红与企业净利；在企业生产成本一类，泰国政府对符合要

求的投资企业，双倍扣除水电与交通成本，享受扣除建设、设备

安装成本的额外 25%。

2. 非税优惠。第一，泰国支持和允许外国人入境，寻找投资

机会；第二，对于外籍专家和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泰国允许他

们参与投资活动；第三，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和个人拥有土地；第四，

允许投资企业汇外汇到境外。

（二）投资设厂的额外激励

在基础激励政策基础上，泰国 BOI 面向在特定省份或特定技

术领域投资对象，进一步出台激励举措，主要设定了“响应政府

议程激励”“地理位置激励”“竞争强化激励”三类额外激励制度。

若投资企业达到额外激励要求，就能享受延长企业所得税年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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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累计时长不超过 13 年。

三、中资新能源汽车行业在泰国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泰国 BOI 确定了四大类投资行业（对象），从支持类型角度看，

新能源行业企业在支持范围，属于“机械、汽车、家用电器和电

子产业”。从汽车分类角度看，新能源车辆包含多种类型，如燃

料电池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卡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巴士、

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平台、混动电车、插电式混动汽车、电动

汽车等。根据泰国政策，在生产过程中，中资新能源汽车可享受

到以下福利优惠。在电池组件方面，制造电芯企业可享受 90% 的

进口材料关税减免优惠，制造电池包和电池模组企业也享受类似

政策；在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方面，如再生制动系统、电池冷却

系统、减速器、移动充电器、驾驶或汽车控制单元生产，企业可

享受 A2 级别优惠；对电动汽车与底盘制造项目，在获 BOI 批准

的 3 年内，制造出成品的企业，可享受 A4 优惠政策；对投资超过

50 亿泰铢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项目，企业不仅可享受 A2 优惠政策，

还可额外享受竞争强化税务激励待遇。

四、泰国新能源政策下中资车企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产业

为例

（一）充分了解法律政策，挖掘国外市场潜力

首先，企业应充分了解泰国新能源政策法律法规。为正确把

握投资方向，中国车企应提前了解和解读泰国投资准入法律，清

晰认识泰国准入产业领域和准入相关要求，避免因误读投资法律

和政策，影响投资进度。其次，企业应充分运用相关法律和优惠

政策。在外资准入申请环节，中国车企应按照泰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政策，积极开展投资项目评估工作，初步评估项目符合的优惠

政策条件，尽可能地争取相关优惠政策，获得投资促进经营许可证，

为后续投资打下基础。此外，企业应密切关注法律政策信息的变化。

由于泰国新能源政策更新速度较快，为保证信息的前沿性，中国

车企应密切关注 BOI 官网、大使馆和商务部等部门的信息，了解

最新的投资政策和咨询，更好地把握法律政策和法规，降低投资

风险。最后，企业要深入分析泰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挖掘市

场潜力。基于 SWOT 分析法，泰国拥有完善传统汽车供应链，但

电动汽车市场较小；拥有低成本的熟练用工条件，但缺乏具有电

动汽车生产经验的熟练工人；由于消费税减少与人们购买力提高，

泰国对电动汽车需求不断增加；在新能源汽车竞争方面，电动汽

车关键部件尚未出现重要竞争者，汽车部件相对落后，车企可结

合以上条件，合理规划和制定投资方案，保证投资竞争优势。 

（二）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加强国际合作运营

首先，中国车企应结合泰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需求，调

整投资战略。基于泰国能源政策报告，泰国重点发展太阳能与生

物质能，中国车企应发挥自身在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技术与资

金方面的优势，制定差异化的供给服务与投资战略，将资金投入

到泰国重点发展的领域。其次，企业应坚持泰国新能源政策导向，

切实开展市场调研工作，根据投资地区环境变化，调整投资规模，

并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推广和宣传中泰示范项目，增强中

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和品牌在泰国的认可度、影响力。此外，企业

应加强国际化合作，结合泰国地方情况，探索本地化合作运营模

式。中国车企应加强国际化战略布局，结合自身技术与资金优势，

联合其他国家，开展研发创新与技术升级工作，增强在泰国投资

竞争优势，并根据泰国《外国人工作管理紧急敕令》和《外商经

营法》，探索地方化管理模式，整体设计项目运行、设备采购流程，

安排中国专家负责关键技术与管理，其他岗位招聘属地化人员，

顺利推进合作项目。

（三）提高新能源续航水平，大力投资充电设施

首先，企业应破解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难题，增强新能源

汽车市场竞争优势。在当前市场中，新能源汽车拥有节能环保优

势，但续航里程是影响用户体验的重要因素，尤其在低温环境下，

汽车需要频繁充电。因此，中国车企应结合泰国新能源支持策略，

加大新能源电池技术的投资力度，开发电能源、生物能源电池，

展开新能源电池技术攻关，研发便于运输、安全性高的电池技术，

提高新能源汽车续航水平。车企应大力研发电池热管理系统，使

电池包在寒冷状态下，也能稳定在理想温度区间，解决低温衰减

问题。其次，针对泰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狭小的情况，中国车企应

加大充电站建设投资力度，大力建设和推广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配置一批公共充电设施，并结合泰国新能源分布情况，合理规划

充电站布局与管理模式。为解决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间长的问题，

中国车企可投资新能源电池换电模式，一方面可借鉴蔚来换电模

式，采用车辆与动力电池分离的设计理念，满足用户快速充电需求，

另一方面结合泰国政策和实际需求，研发全新的换电模式，加大

充电设施和配置投资力度。

（四）车企加强战略合作，提高产品性价比

当前，泰国大众越来越青睐新能源汽车节能与环保价值。首

先，中国车企应瞄准泰国新能源汽车广阔的市场前景，认识到企

业投资的不足，并通过联合国内车企，加强战略合作，发挥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协商投资计划，统一地设计车辆电池仓要

求，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材料成本，为各品牌、各车型提供相同

规格的电池。其次，中国车企应结合新能源汽车各方面的品质和

安全缺陷，加大新能源汽车安全方面的投资力度，如高温热冲击、

机械滥用、电池过充等，提高新能源汽车在泰的产品性价比。车

企应大力研究 BMS 的安全功能，通过高精度测试温度、电压、电流、

SOC 信息，增强 BMS 抗温度、电磁、机械振动等干扰的能力，使

BMS 能具备实时监测、识别故障的能力，降低新能源汽车安全风险。

车企还应大力投资高强度新能源车身，设计高强度结构的电池骨

架，避免因汽车碰撞，影响电池系统运行和整车安全，提高在泰

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性价比。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泰国日益出台新能源产业激励政策，泰国新

能源汽车展现出广阔的投资前景，给中资企业带来了投资机遇。

中国车企可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合理展开

投资规划工作，将中国新能源品牌推向国际和世界。具体而言，

中资企业可通过充分了解法律政策、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提高

新能源续航水平、车企加强战略合作等方式，凝聚新能源汽车产

业投资合力，围绕新能源汽车舒适性、安全性和续航性能，规划

在泰投资方案，提高新能源汽车在泰竞争力，满足泰国新能源战

略需求与消费者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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