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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尺度政治视角的当代泰国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

泰关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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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尺度政治视角，深入解析了泰国当前的地缘环境，并探讨了其对中泰关系的影响。随着全球局势

的日益复杂，泰国面临如何在中美两国间保持平衡的重大挑战。本文从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三个尺度出发，详

细分析了泰国在全球、东盟区域内及国内的地缘战略考量。文章指出，泰国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在维持自身政

治独立的同时，积极推动与中国、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合作。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处理中泰关系时应采取的对

策，以巩固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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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不确定性攀升，美国不断挑起对华对面

战略竞争，国际局势空前复杂严峻。出于破解地缘政治

困境和保障经济利益安全的现实需求，保持与中国和美

国之间的平衡关系，守护自身安全利益，避免因为“选

边站”陷入国际互动的被动境地，是泰国目前最大的挑

战。中泰关系将对中国周边环境和地缘战略利益造成深

远影响，对泰国的地缘环境进行多尺度解析，有助于了

解该国自身、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立场，为推

进中泰关系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既有成果
[1][2][3][4][5][6]

归纳总结出了泰国外交政策较

为灵活的特点，但忽略了泰国对自身地缘环境进行认知

与构建的能动性与全过程。因此，本文首先从国际尺度、

区域尺度、国家内部尺度对泰国的地缘环境进行解析，

在分析清楚泰国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目的后，进一步分析

中泰关系中蕴含的尺度政治，最终达到更为科学地理解

泰国的地缘战略的目的，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中泰关系

发展。

1 尺度政治与地缘环境

尺度存在于认知中，是以大小、范围、等级等为标

准来对现实世界的维度进行划分的一个框架，尺度在被

社会关系和过程构建的同时，也在重塑资本过程和权力

关系
[7]
。尺度是流动的，具有主观性的，对尺度进行操

控和利用，实现利益诉求，就形成了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8]。在观察尺度现象的同时，对形成当前尺

度的过程进行深入思考，分析该过程中权力的博弈，具

有重要意义。

权力分布在社会的各处，有层级之分，不同的主体

经过权力斗争生产新的尺度和权力结构，权力越大的主

体，决策行为的合法性就越强，各利益方都为权力而争

夺。以刘云刚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最早对尺度和尺度政治

的涵义作出理论性探讨[9]，并在运用于具体事件的分析

[10][11][12]
，推动了国内尺度政治研究的发展，但目前国内

将尺度政治理论运用到周边国家策略分析的研究较为

欠缺。

近年来全球地缘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气候变化等问题加深了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

促使大国关系不断重塑，区域内地缘体之间的相互依赖

也不断加深，地缘环境研究更加多元化。本文选取泰国

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尺度政治的视角解析泰国地缘环境，

旨在分析当代泰国外交战略及地缘实践的缘由，为中国

对泰国关系提供参考。而尺度政治丰富的内涵为分析一

国地缘环境、地缘政治想象、地缘政治实践等提供了新

视角。

2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泰国地缘环境解析

泰国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处，从古至今都是世

界枢纽，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在地区内有一定影

响力，是世界大国争相角逐之地，“风中之竹”外交使

得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典范
[13]
。泰国对自身所处

的地缘环境的认知是外交政策制定的一大前提，根据前

文构建的基于尺度政治视角的泰国地缘环境解析框架，

本文将从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尺度对泰国的地缘环境

作出解析。

2.1 全球尺度：保持大国平衡的实际需求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在历史上未被殖民过的国

家，其“风中之竹”的外交宗旨指在充满冲突的区域环

境中谋求小国大外交之道，当区域环境的变化威胁到国

家安全时，则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将伤害减至最小[14]，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使得泰国一直

以来都保持较强的周旋能力。地理环境在极大程度上影

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举措，泰国的地理环境优越，既为

泰国提供了机遇，也将泰国推向大国争夺的中心，泰国

周边的国家都希望与泰国建立良好经贸往来关系，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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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印度等都将泰国视为渗透控制东南亚的切入点。

泰国主要通过以下几项策略性措施来实现在维护国家

政治独立自主性的同时，巧妙地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

第一，通过参与国际性组织维持大国平衡。第二，选择

性吸收西方文化并与西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注

重加强与中国及日本的交流以平衡美国对泰投入的减

少。

2.2 区域尺度：地区领导者地位的守护

作为最早的东盟创始国之一，泰国在推进地区合作

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东盟的战略价值日益上

升，泰国在东盟内部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断提升。但近

年来 COVID-19 对东南亚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俄乌

冲突、巴以冲突、缅甸问题等应对和反响不统一等问题

挫伤了东盟内部的团结性与统一性。政治方面，泰国政

局的稳定与发展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合作都有

深远影响。经济方面，泰国也在区域内经济合作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外交方面，泰国在东盟共同决策中发挥重

要作用。

泰国在东盟成员国中有多个方面的领先优势，在地

区经济发展、共同决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

也依托东盟不断提升自身体量。世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

的加剧迫使泰国在国际层面面临选边站队问题，如何应

对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风险增大的态势，在地

区内发挥更全面的主导作用，维护东盟的统一性正是目

前泰国政府压力所在。

2.3 国家尺度：提振国家经济的当务之急

在近年来干旱、COVID-19、政变、腐败现象等问题

的打击下，泰国的经济持续低迷，陷入 10 年以来的经

济低谷。全国的经济竞争力持续疲软，经济发展速度甚

至低于东盟地区平均水平，贫富分化问题加剧[14]，提振

经济是赛塔政府的当务之急。

持续疲软的经济对泰国新政府提出挑战。贫困与不

平等问题是当前泰国社会面临的又一难题。在 2024 年 8

月，泰国政坛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交接，佩通坦在前总理

赛塔的任期结束后，正式接棒成为新一任总理。佩通坦

上任后，展现出坚定的政策连续性，她宣布将继续推进

前总理所启动的各项重要政策，以确保国家发展的稳定

性和连贯性。首先，佩通坦强调了经济刺激和改革的

“重大”计划，这些计划旨在重振国家经济，提升泰国

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她承诺将继续实施一系列刺激

措施，以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并支持中小型企业

的发展。在打击非法毒品方面，佩通坦同样延续了前总

理的强硬立场。在她的领导下，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政策

和措施，旨在消除性别歧视，提升女性在政治、经济和

社会各个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3 中泰关系中的尺度政治

在全球尺度上，大国扮演着主导国际体系的角色，

泰国虽为中等强国，但依旧被认为是东南亚“小国”，

政府一贯推行的“风中之竹”外交政策使得泰国经常需

要“顺从”于他国，因此经常面临选边站问题。泰国作

为权力的弱势方，将尺度上推，在政治、经济、安全、

文化等任意一个方面与域外第三方国家合作都将从中

获利。佩通坦政府上台后，泰国经济外交政策的着力点

主要是维持自身与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大国的友

好关系，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大国投资，同时累积自身

博弈的资本。

在区域尺度上，泰国是东盟的中心、领导者，为避

免世界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激烈竞争使东南亚地区陷入

均势失衡，泰国需要寻求新的域外力量维持地区均势。

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交汇点，泰国对东盟地区的政治、

经济稳定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前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急

剧上升，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引发泰国不安。除了

美国、中国、日本外，印度是亚太地区第四大国家，因

此可作为域外第三方力量，成为泰国巩固自身在地区内

优势的支撑点。在泰国未来的发展中，印度扮演着平衡

中国影响力的重要角色，引入印度力量来平衡美国、中

国、日本在亚太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程度

维护国家自身利益，是泰国最直接的出发点。

在国家尺度上，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助于泰国

分散经济风险。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不可避

免地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经济巨头产生了较高的

依赖性。特别是在 2018 年，当中美贸易战硝烟四起，

全球经济格局动荡不安时，泰国经济也受到了波及，贸

易领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泰国对外部经济风险敏感，

单一依赖经济体存在潜在风险，因此除了传统的农业和

旅游业，泰国正积极发展制造业、创新科技、数字经济

等新兴产业，以减少对特定行业或市场的依赖。同时，

泰国政府也在推动与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

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议，以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

经济多元化。

结论与讨论

基于尺度政治视角的地缘分析框架为理解泰国地

理环境、地缘政治想想、地缘环境关系等提供了参考。

通过对泰国在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国家尺度的解析，

理解了泰国对印合作的需求与初衷。在全球尺度上，泰

国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东盟的成员国，力量有限，

但凭借自身的“风中之竹”外交政策，保持着与各个大

国之间的平衡外交，当下中美竞争加剧，泰国时刻面临

着“选边站”难题，保持大国平衡是当前政府的现实需

求。

在区域尺度上，泰国是东盟的“元老”级别国家，

从东盟成立之初，泰国都在地区内发挥着重要的政治、

经济引领作用，卓越的外交能力成为地区典范。但由于

近年来国内政局不稳固，新旧政府交替，巴育政府时期，

军方深入泰国治理结构，导致其外交服务于政府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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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缅问题的处理上破坏了东盟内部统一性。

在国家尺度上，疫情对泰国经济的影响仍未消散，

佩通坦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提振经济，在外交

政策上高度重视经济利益。尽管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

提振经济，但与预期效果仍存在差距，依旧疲软。

中国对于泰国而言，是世界大国，域外强国，在中

泰关系中也属于权力的强势方。若泰国对印关系更加紧

密，中泰关系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泰国对中国“近

而不亲”的态度也会持续。因此，中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应当将中泰关系限定在两国之间，最大程度减

少第三方国家干扰。中泰两国应通过定期的高层对话、

外交磋商和战略沟通，确保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保持一致或相近的立场，减少外部因素对两国关系的

影响。通过加强经贸往来、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中泰两国可以进一步绑定彼此的经济利益，形成更加紧

密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降低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干预风

险。两国可以通过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增

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坚实的

民意基础，减少外部势力通过社会文化领域对中泰关系

的影响。

二是要加强与泰国的双边对话，把握佩通坦政府切

实需求，发挥中国力量帮助泰国提振经济。首先，加强

双边对话是深化中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中国应

通过定期的高层互访、部长级会议和多边场合的交流，

与泰国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其次，了解佩通坦政府的

具体需求是关键。中国应当通过深入调研和细致的分析，

把握泰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佩通坦政府在经

济复苏、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优先事项和紧迫需求。同时，双方可以探讨在数

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合作，推动泰国经济

转型升级。

三是加快中泰铁路建设进度，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巩

固中国在泰国甚至是东南亚地区活动的合法性。首先，

加快中泰铁路建设进度，有助于提升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通过铁路的互联互通，可以有效地缩短地理距离，

增强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其次，中泰铁路的建设将为中

国在泰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提供坚实的法律和道

义基础。再者，中泰铁路的建设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提供新的机遇。作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陆上通道，

中泰铁路将为中国在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活动提

供便利，增强中国在东南亚事务中的话语权。

四是密切关注泰国与域外第三方国家动向，积极防

范、正确评估第三方国家对中泰关系及在泰活动的负面

评价与舆论影响。首先，中国应建立和完善对泰国及其

与第三方国家关系的监测机制。通过外交、商务、媒体

等多个渠道，及时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理

解第三方国家的政策走向和对中泰关系的潜在影响。其

次，针对第三方国家对中泰关系及在泰活动的负面评价，

中国应主动出击，进行积极防范。最后，确保在泰国的

活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减少第三方国家借法律问

题对中泰关系进行指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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