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 2015 年 7 月 1 日泰中

建交 40 周年到来之际，作为

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使，我谨代表泰国人民表达

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今 年 是 泰 中 共 同 回 顾

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共同展

望 推 动 双 边 各 领 域 密 切 关

系不断发展的一年。

虽 然 泰 中 官 方 正 式 建

交只有 40 周年，但两国民间

交往源远流长，已有千余年

历史，这使得两国人民在血缘、文化、习俗方面有着密切联

系。泰国华裔和旅泰华人华侨大多拥有成功的人生，其中很

多是极具实力的企业家，他们已经成为推动泰国国家发展、

密切泰中关系的重要力量。

泰中两国在各领域各层次都联系密切。双方高层领导

人频繁互访，泰国王室特别是诗琳通公主殿下和朱拉蓬公主

殿下的定期访华，更是对泰中关系发展以及密切双边多领域

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泰中两国不断推动、扩大和深化彼此间在贸易、投资、社

会、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中多个领域呈现不断增

长 态 势 ，例 如 ： 贸 易 方 面 ，中 国 是 泰 国 第 一 大 贸 易 伙 伴 。

2014 年，双边贸易总额达 700 多亿美元，双边投资额正逐年增

长。旅游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赴泰外籍游客中，中国游客人

数居首。据统计，2014 年，中国赴泰游客有 460 多万人次，预

计 2015 年将达到 500 万人次，这将有益于泰国经济发展，有益

于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加深彼此间认识与理解，为两国关系

发展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目前，除在北京的大使馆外，泰国还在中国设有 9 个总领

事馆。这使得中国成为泰国在外设立使领馆最多的国家。纵

观世界各国在华设立使领馆的情况，泰在华使领馆数量亦位居

各国之首。这充分显示了泰国对中国的重视。

适逢泰中建交 40 周年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两国政府，包括泰国驻华使

领馆会在今年持续举办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商务及学术研讨会、文化展示及演出等庆

祝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将是泰国作为主宾国，参加 2015 年 9 月在广西南宁举

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届时，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将出席此次活动。

我相信，泰中两国关系将不断发展。双方不仅是“泰中一家亲”真实写照下的友好

邻邦，还是具有发展潜力、能够守望相助的战略伙伴，更重要的是能够共同为地区发展

做出有益贡献。在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视与泰国政府重视区域“互联互

通”相契合的背景下，泰国堪称“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不仅

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沿线国，更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枢纽。

泰中两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合作就是实现“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愿景的先

导项目，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工。这不仅是两国间具有务实性、牢固性和价值性

的合作，还是泰中关系新纪元的重要标志和有力证明。这将惠及泰中两国发展，同时也

将有益于未来区域和世界的发展。

鉴于泰中两国人民彼此间深厚的情谊与渊源，我相信两国友谊将万古长青！

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醍乐堃·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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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

上千年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关于泰族

的历史记载。在泰国素可泰王朝时期，泰中两国开

始商贸往来，泰国从中国学到了制瓷工艺等先进技

术，制造出精美瓷器畅销东南亚。元末明初，为了躲

避战乱和自然灾害，华人开始移居泰国。尤其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国内战争期间，众多华人从中

国广东、海南、福建、广西等地迁徙到泰国安家创业，

泰中民族开始相互融合，文化和血缘成为两国人民

相互信任的基础，逐步形成今天的“泰中一家亲”。

1975 年 7 月 1 日，中国与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此后，两国关系始终顺利稳步发展，两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合作，泰中关系已

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和睦相处的典范。

不断推动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泰中建交后，两国充分理解，相互信任，共同推

动东南亚、东亚及亚太地区走向和平稳定和繁荣。

泰中建交不仅对泰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

响。同样，泰中之间的互信合作也有效地推动了中

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和合作。泰中关系

的顺利发展，对两国的进步与繁荣发挥了促进作用，

也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泰中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文化联系紧

密，泰中两国民间交往和社会文化交流一直频繁而

密切。无论是两国特有的文化艺术，还是宗教方面

的交流合作都获得了极大成功。泰中建交以来，两

国官方与民间的密切交往，促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并使其成为发展和强化两国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

泰中亲如一家，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泰国

王室成员、政府高级官员多次访华，极大地促进了两

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

泰中两国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获得了普密蓬

国王和王室成员的大力支持，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动

泰中文化交流，在泰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诗

琳通公主酷爱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她勤学中国语

言，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擅长中国书画。她积极从

事泰中友好事业，成为泰国青少年学习汉语、了解中

华文明的表率。

2015 年是中泰建交 40 周年，也是诗琳通公主 60
华诞，诗琳通公主于 4 月 3 日至 4 月 6 日对北京进行

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举办了以互联互通

为主题的个人摄影展，并就加强两国教育、文化、科

技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同中方交换意见。

2013 年 12 月朱拉蓬公主先后在北京、杭州和上

海参与第六届“中泰一家亲”音乐歌舞晚会表演。朱

拉蓬公主热爱中国文化，自 2001 年起学习中国古筝，

并提议创办“中泰一家亲”音乐歌舞晚会，该晚会已成

为中泰两国政府确定的中泰文化交流重要品牌项目。

建设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4 年 11 月 9 日到 11 日，巴育总理访问中国，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接受习近平主

席和李克强总理会见。

2014 年 12 月 22 日到 23 日巴育总理访问中国，同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并与张德江委员

长进行会见。泰中两国在深化金融和银行业合作，

共享水资源管理、防洪减灾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加强

包括航天领域在内的科技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

自 泰 中 建 交 以 来 ，中 国 领 导 人 也 经 常 访 问 泰

国。1978 年邓小平副总理首次访问泰国。江泽民主

席（1999 年）、李鹏委员长（1999 年、2002 年）、胡锦涛

副主席（2000 年）、朱镕基总理（2001 年）、胡锦涛主席

（2003 年）、温家宝总理（2003 年、2009 年、2012 年）、

吴邦国委员长（2010 年）、习近平副主席（2011 年）、全

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12 年）、李克强总理（2013 年、

2014 年）等中国领导人先后访泰或赴泰出席会议。

2014 年 12 月 19 日到 20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泰

国，在曼谷会见巴育总理，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

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

解备忘录》的签署。这是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又一

重大成果，有利于提升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

快互联互通，更好实现物畅其流，更好便利人员往

来。

为庆祝两国关系长久以来的稳固发展，两国领

导人决定 2015 年共同纪念泰中建交 40 周年，并希望

以此为契机，传承泰中友谊，加强战略对话，推动泰

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

人民。

泰中建交以来，两国互设大使馆及领事馆，中国

在泰国清迈、宋卡、孔敬设有总领馆，泰国在中国广

州、昆明、上海、香港、成都、厦门、西安、南宁、青岛设

有总领馆。

携手推动经贸合作再上层楼

在泰中建交后，随着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

边贸易合作逐步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尤其

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经济政策之后，泰

中之间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随着东盟与中国自贸

区 协 定 的 生 效 与 推 动 ，泰 中 经 贸 合 作 前 景 更 加 广

阔。两国的年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 2500 万美元增加

到 2014 年的 726.7 亿美元。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

伴，泰国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四大贸易伙伴。

在相互投资方面，泰国从 1979 年开始对华投资，

是东南亚国家中对华投资最早的国家。在 1997 年亚

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对华投资位列世界对华投资

国的前 10 位。2013 年，泰国来华直接投资新增 4.8 亿

美元，同比增长 521.5%。中国对泰国的投资虽然起

步晚，但发展较快。

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司法、军事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在旅游方面，泰国已成

为中国第二大旅游目的地国，双方游客数量逐年增

加，到泰国旅游已成为中国民众的时尚。2014 年中

国 赴 泰 游 客 数 量 为 460 万 人 次 ，占 全 部 外 国 游 客

18.66%，预计 2015 年将达到 500 万人次。

（本版图文均由泰王国驻华大使馆提供）

7月 1日，泰中建交迎来40周年——

泰中友好 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