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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引发对经济

发展战略的反思

泰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世纪2.年代

之后经济发展很快。泰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

特点是始终将农业作为其工业发展的基础。进

口替代工业从未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总

是从属于以农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与

政策。3.年代中期，泰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建立

“新兴的农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采取比较符合本国实际

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尤其是重视宏观

经济稳定，将发展农业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

业置于重要的地位。与其亚洲邻国推行的以城

市工业化带动发展的战略相比，泰国创造了一

条发展中国家走农工发展，自力更生与依赖外

部相结合的独特道路。

但是，从3.年代末开始，在以日本、“亚

洲四小龙”为主的过剩资本的引诱下和全球经济

自由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泰国政府转

而将重点放在建立亚洲金融中心和以曼谷地区为

中心的工业发展，忽视了原先制定的农工工业化

发展战略。亚洲经济危机给泰国的经济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严重打击。由于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42

家金融公司的倒闭导致大量公司、工厂生产收缩

减员，危机的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是泰国的广大

劳动人民。失业、家庭收入下降和贫困给泰国社

会 带 来 不 稳 定 因 素 ， 在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567）的监督之下，泰国开始实行严厉的经济

改革措施。与此同时，泰国国内暴发了一场激烈

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泰国应该采取何种经济

发展战略和政策才能避免危机在将来再度暴发。

泰国国王蓬皮杜带头敦促泰国返回到走自力更生

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他指出，对泰国而言，成

为经济小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使泰国人民

丰衣足食，在经济上自力更生。惟有发展以当地

村社自足为目标的生产才能有助于泰国摆脱危

机，并避免危机的再度发生。

国王的号召得到了 很 多 经 济 学 家 和 技 术

官 僚 的 响 应 ， 但 不 少 学 者 对 此 持 不 同 看 法 ，

他们认为，倒拨时钟的做法在经济上是不可

行的。泰国农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所占的比重仅为/.8，而9.8的贡献是来自于

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太强调农业和自力更生

会给长期以来已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泰国经济

带来 问 题 ； “走 回 头 路 ” 会 导 致 人 均:;<减

少，贫困增加；会使泰国在全球化发展中失

去机遇，而使国家陷于相对落后和不文明的

泰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新思路与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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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但是，泰国政府与学术界及广大民众

之间还是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

（/）重视农村发展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更加重视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两大生

产部门———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平衡。

（-）强调发展农业的重 要 性 ， 鼓 励 发 展

农产品加工业。根据泰国的实际情况，继续

发挥以农产品资源为基础的出口制造业和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必须重新强调开放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的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在继续贯彻面向出口工

业政策的同时，必须重视以国内农产品资源为

基础和劳动密集型的面向出口工业的发展，并

再度重视发展进口替代以满足和促进国内需求。

二、泰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新思路和新政策

危机之后泰国经济的重 组 尤 其 重 视 对 农

业部门的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和

新政策体现在已修订的泰国“八五经济计划”

（/331—-../）之中。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操作指南具体如下：

!" 进行农业调整

（/）使用高产品种促使 传 统 的 农 业 经 营

方式转为现代农业经营方式。重点是提高市

场需求量大的某些品种的产量，并运用与当

地自然环境和农民能力相容的现代技术。

（-）通过发展 “合伙 计 划 ” 生 成 就 业 机

会，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加快可持续农业的

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鼓励农民学

习现实生活的经验。此外，提高土地基金的利

用率，支持无地农民和返乡农民重操农业。

（2）综合利用有机肥和 化 肥 ， 减 少 化 肥

和杀虫剂的使用。种植无污染蔬菜，运用生

物工艺学有效地增加产量，包括取代或减少

化学物质的利用。

（4）为占有有限土地的 小 农 提 供 农 业 技

术新理论。根据设想中的蓝图，小农所有制

的耕作区域将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大米耕作

区、水利资源区、蔬菜水果和多年生树木种

植区以及住宅区。初期的产量将足够家庭消

费 ， 之 后 将 有 剩 余 ， 可 去 市 场 销 售 。 这 样 ，

既可提高农民收入，从长远来看，又能促进

就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鼓励泰国私人部门将一些比较优势较

差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如大豆、玉米、大蒜等

转移到中国、缅甸和老挝，为泰国的农产品加

工业服务，国家为之提供税收优惠并消除跨国

活动中的障碍。鼓励农民种植在国际市场上仍

有竞争力的其他农作物。

（-）建立政府与私 人 合 作 中 心 ， 促 进 泰

国私人部门在一些农业产出富裕的国家以联

合企业的方式进行投资，为泰国的加工业服

务。包括在发达国家进行联合投资以促进技

术转移，或在其他有利于扩大泰国农产品市

场基地的国家进行联合投资。

（2）重视各个区域 的 发 展 潜 力 ， 通 过 建

立农产区专门提供原料的方法促进农产品加

工业的发展。国家为在那里设立的加工厂提

供税收优惠和软贷款。

$" 加速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升级以扩大

出口

（/）促进新产品的 研 究 和 开 发 ， 促 进 产

品多样化。重点将集中在一些供给过剩的农

产品，如大米、橡胶和木薯。加快有市场潜

力的某些原料的研究与开发。

（-）加快保健性功 能 食 品 和 药 用 植 物 的

加工。政府对具有出口和国内需求发展潜力

的药用植物提供研究与开发的财政预算；促

进农民与加工厂之间的合作，以得到与加工

需求相一致、足够量的高质量的原料产品。

（2）鼓励外资投资 于 以 资 源 为 基 础 的 农

产品加工工业，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以本国

农产品原料为基础的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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