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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Negative Responses toward China in Thai Society: Thai Perspective



วารสารวิเทศศึกษ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สงขลานครินทร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กรกฎาคม–ธันวาคม 2560

274 ทัศนคติดานลบตอชาวจีน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ไทย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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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的角度看待
“泰国厌华情绪”

摘要：
 泰中关系往往被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描述为 “一家亲”，而

近期在泰国社会发生的多起事件显示了泰国人厌华情绪有上升势

头，引起了学者对两国关系再一次讨论。本文将从泰国人的角度

来探讨“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此类情绪的可能原因，如何看

待此现象，并就此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泰关系；厌华情绪；泰国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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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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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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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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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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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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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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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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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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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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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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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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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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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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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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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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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中泰交流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中泰

两国建交以来，各方面的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国目前

是中国在东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

国、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更是泰国最大旅客

来源国。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表率。

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特别稳定，自建交以来两国国家领导人频繁

互访。中国也是首个正式邀请泰国拉玛十世皇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文化合作应该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最好佐证：泰国是华人最多

的国家，在泰华人受到本地人的热情对待，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

短暂的不睦时期，但完全控制或歧视华人的现象从来没有在泰国

发生过。目前泰国还是东南亚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

的国家，占东盟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一半以上。从上述来看， 

“厌华情绪”听起来应该和泰国毫无关系。

 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负面现象呢？

2016 年张锡镇教授发表了《中泰关系近况与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一文，该文章提出了近期泰中关系的新支流、新看法，为上述疑

问提供了新视角。随着泰国的中国游客和中资企业的不断增加，

泰国社会讨厌中国的情绪初现。该文章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在泰国一些网站也有这篇文章的泰文翻译版，厌华情绪现象

成为了泰中两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除了泰中学界，媒体也对此

问题表示关注：香港《华南早报》就发表过泰国对中国“不友善”

的根源一文     （Farrell, 2016）。

 其实，厌华情绪也是有根可溯的。随着中国人出国旅游的人

次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包括泰国人对中国旅客的行为表示不认同

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大部分只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

学术界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张锡镇教授的文章应该是具有代

表性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张教授主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对泰

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的分析也拘泥于中国人的视角。因此，本文将

从泰国人的角度分析所谓“泰国厌华情绪”的现象、产生因素、

如何看待其现象，并提出建议。

一、泰国对华的情绪

 从各领域的合作来看，泰国都是在东盟国家中同中国有着最

好关系的国家（Chinvanno, 2015: 3）。自从1975年正式建交以来，

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关系不断深化。随着中国跟东盟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泰中关系也跟着“亲上加亲”。但是这几年

来在泰国社会出现厌华的情绪，这对泰中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不少

影响。对于泰国人来讲，笔者认为泰国社会的“厌华情绪”主要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人的情绪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出境旅游的中

国人也随之增多，根据报告，2016 年的出境中国旅客为1.36亿人

（Peck, 2017）。而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

中，泰国就是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5年中国出境

游人数同比增长9.8%中高端消费特征明显，2016）。近年来，赴

泰国旅游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从2010年的112万人次到2015年的

793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608%。而且从2012年以来中国就取代

了马来西亚为泰国最大的旅、不排队等候、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不尊重场合等。导致当地人开始对此类客来源国。因礼仪文化各

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旅客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肯定会给当地人带

来冲击，特别是部分旅客的不良行为，如随地吐痰不礼貌行为多

加讨论。

   虽然泰国和中国都是东方国家，两国的交往由来已久，

华裔移民的加入，也使得中国文化在泰国的融入度颇高。在泰国

的华人华裔人数也排在东南亚前列，但是为什么泰国人还是对华

人的行为觉得陌生，甚至部分人表示难以接受呢？这是因为在泰

国生活的华人早就融入了泰国当地的文化，连名字、姓氏都用泰

文，所以对那些华人来讲，与中国的血缘密不可分，但是生活和

文化都几近完全泰化了。所以这几年来，部分在泰国的中国旅客

的不文明行为，让泰国人见到了文化差异，部分行为还让泰国人

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前段时间，在泰国媒体、博客、脸书（Facebook）等

经常看到对部分中国旅客不良行为的讨论，此类事件的民众关注

度居高不下。加上中国旅客目前在泰国遍地开花，北部的清迈、

南部的普吉、中部的曼谷，东部的帕提亚，到处都有中国旅客的

身影，泰国民众亲眼见识到中国游客不良行为的概率居高不下，

使得中国游客等同于不良行为这一舆论常年维持热度。

  （二）对中国政府的情绪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在

此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泰国人都感到由衷的佩服。

加上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泰国政局变动表示尊重，不干涉泰国内

政，不妄加评论，并且一如既往跟泰国政府发展各种合作项目，

这些事实使得泰国民众越来越喜欢中国。在这几年政治波动的背

景之下，泰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高于美国。

   但是目前泰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出现怀疑心

态，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不如预期，而中国政府也没

有表现出泰国人所期望的积极态度。

   最明显的就是泰中高铁计划，该铁路计划是泰中近几

年来最大的合作项目，但由于泰国经历了政治风波，政权多次变

更，修建从昆明到曼谷铁路的这部分计划通过无数次的谈判才有

一些进展，而根据最新的计划，这一条线高铁仅开通于泰国境内，

并不连接到中国到老挝的路线。虽然自巴育总理上台后，给予这

个项目高度关注，并表示希望泰中铁路能在他任期内开工，但是

在具体的商谈中，双并未能达成一致，泰方希望中方能够给出最

特殊的贷款优惠，要求不超过2%的利率，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最低

只能接受2.5%。此外，泰国还希望中国一起参与投资，以中国-

泰国的70:30的投资比例投入资金，对于这一点中方提出的要求则

是将高铁站管理权和铁道两边的土地经营权作为交换，泰方对此

表示无法接受。因此，泰国政府最后打算自己投资建设，只考虑

借用中国的高铁系统，同时这条路线只修建一半，不连接昆明-老

挝的铁路。虽然双方还可以通过再次协商达成真正的合作共赢，

但是双方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早已表露出两国出发点不同，以及

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

   另外一个吸引民众的关注就是中国在湄公河-澜沧江修

建大坝。湄公河-澜沧江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河流之一。水流从西

藏高原流入云南，到老挝和缅甸，再流进泰国，柬埔寨，最后在

越南汇入南海。湄公河有4,350公里之长，排名世界第12亚洲第7。

中国是上游国，在上游修建大坝，肯定会影响到下游水流异常，

破坏水里生态环境、影响到河边人民的渔业、农业，同时还导致

侵蚀扩大化（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2002）。这几年来湄

公河出现大旱，泰国学者都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云南地区修建

的大坝（Chinarong Sretthachau and Pianporn Deetes，2004）。

  （三）对中国企业的情绪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在泰国人的心目中等同于     

“廉价、质量低产品”，“中国制造”展品在泰国市场的知名度

一直很低。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部分

产品如手机开始在泰国的受欢迎度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假货，如

假烟、假鸡蛋、假牛肉等新闻还是经常在泰国媒体出现，加深了

泰国民众对于中国产品的不良印象。2015年泰国铁路公司从中国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购买了20辆米轨火车车头，而在试         

用 几个月后，就有一辆火车车头发动机发生爆炸事故                                               

(แหลงขาว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คมนาคมเผย รถไฟจีน 94 ลาน ระเบิด ไมมีโรงซอม 

จอดนิ ่ง，2558)，这严重降低了中国产品在泰国民众心中的信任 

度。

   ——部分中国产品在泰国市场的战略不适用于泰国市

场，甚至遭到用户批评。比如，前段时间百度跟电脑公司合作，

在电脑里插入百度软件和网址，用户一打开浏览器，首页就会自

动显示为Hao123网，而且用户不能取消。这不仅干扰了用户的正

常使用，而且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病毒，大大降低了百度在泰国的

名誉（ASTV ผูจัดการออนไลน，2557）。

   ——近年来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从泰国进口了大量热带水果。在进口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

商先是联系当地的中介，由中介公司去找农民购买农产品。后因

为竞争激烈，中国进口商为降低成本，就开始在泰国成立自己的

中介，直接与果农接洽，从收购到出口以及销售一体化，部分公

司还购买了自己的水果园。这个方式引起了泰国官方的担忧，因

为第一部分中介是非法成立的；第二如果每一家进口商都这么做，

以后就有自己定价的可能性，将会破坏水果市场的正常发展；第

三出口水果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可供泰国国内消费的水果量不足，

部分水果价格居高不下。

   ——泰国媒体还播放了中国公司在老挝种香蕉的的新

闻。据报道称，不少中国商家在老挝租赁大片土地种植香蕉，并

使用非法的危险农药，对附近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部分在香

蕉园工作的民工因此住院。后来老挝政府就不予许再扩大种植香

蕉的范围了（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ธุรกิจออนไลน，2559）。

   ——在曼谷汇权区（Huai Khwang）许多中国新移民聚

居在此，使其成为曼谷的新中国城。外国人聚居实为常态，而问

题在于在汇权区生活的不少中国人非法工作。媒体报道称，在此

聚居的7千中国人其中超过2.5千人都为非法导游（สำนักขาวไทย, 

2559）。而导游这一工作是泰国法律明令禁止外国人从事的工作，

这些中国的非法导游侵占了泰国导游的工作机会。此外，还有许

多旅游业的周边工作，都由中国旅游公司捆绑操作，而并未向泰

国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费，也使泰国政府及民众收到了许多隐性的

伤害。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从西方、俄国、韩国等来泰旅游

人次不断下降，导致泰国旅游业略显衰退。近几年中国来泰旅游

人次的大幅度增加，刺激了泰国旅游业的复苏。但官方发现几家

主营中国游客的大型旅游公司，其合法性有待考察。2016年下半

年泰国警方依法关闭了几个在泰国普吉岛、曼谷等地的非法中国

旅游公司，该新闻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中国部分企业做生意的这种方式被视为想尽方法寻找

各种能赚钱的途径、唯利是图，哪怕是非法也会做，部分人连同

贪污官员合伙做生意，给泰国经济带来了不少损失。

二、泰国厌华情绪的根源

 张锡镇教授认为，近年来在泰国社会产生厌华情绪，是跟中

国提倡的“一带一路”有关（张锡镇，2016：23）。我认为实

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个项目是受到泰国学术界的关注，

但普通民众对此计划的了解度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

计划对泰国民众的影响并是那么大。而泰国政府及媒体对一带一

路这一对各国有利的计划是持支持态度的。在学术界中，大多数

学者同样对比计划持乐观态度，不过泰国的部分学者对此计划的

务实性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领海安全持怀疑态度（อ ักษรศร ี 

พาณิชสาสน，2558）。如果出现泰国媒体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不

满情绪，那只是厌华情绪的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那么这种厌华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中国有“入乡随俗”之说，泰国也有 “เขาเมืองตาหลิ่ว 

ตองหลิ่วตาตาม” 的说法，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外来的人最好根据

本地人的准则做事。部分中国旅客却忽略了这一点，特别是跟团

旅游，忽略了在境外旅游的事实，忘记注意形象。其实泰国和中

国都是东方国家，基本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中国

游客稍加注意，就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良行为。更有甚者，极少部

分中国网友表示，不在意泰国人的厌华情绪，发表“你要赚我的

钱，你就得接受得了我。”等言论，这种态度不仅对华人本身的

形象有害，还会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恶化。

   这几年泰国对华的负面舆论，比例最大的就是对中国

游客的不满，正如本文所述，游客的不良行为，泰国民众是可以

从多种渠道得知的。

  （二）部分泰国人反应过大

   近年来泰国对中国旅客的负面评价日益增多，与此同

时不少泰国网友也跟风发布不实消息，扩大此类新闻的负面影响。

比如2014年网友发布中国游客在清迈河大便的图片，泰国媒体也

进行了报道（รับไมไหว! ถายทุกขคูเมือง ชาวเชียงใหมตา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 
2557），加剧了泰国民众对华的不满情绪。而此新闻后经证实，

图片中的女性实为一名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当地人。但因新闻已传

播出去，哪怕后来媒体广播了事实，真相大白，中国旅客的形象

也已经被伤害。

  （三）双方政府对彼此缺乏了解

   泰国和中国往往被学者称为兄弟，就像各方领导常提

到的“泰中一家亲”。但是通过高铁修建的问题就可以得见两国

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泰国政府对中方期望值过高，泰方以

为中方会更包容一些，让步一些，就像谈判初期一样一切顺利，

但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不让步、不妥协的状况让泰国政府未达预期

期望。当然，泰方也忘记了谈判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

企业，这跟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泰国对中国的期望值有时也过高，比如泰国申请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非常任理事国主席，没有受到中国的支

持，使得泰国政府、媒体甚至一般民众都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

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中国也要全面的考虑自己的国

家利益，就像泰国有时候也跟美国政府走得很近，但总体来讲两

国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四）政府在合作项目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以泰中铁路为例，两国政府及媒体公布的信息并不一

致。泰国新闻报道的信息是合作受阻是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拥有发

展铁路沿线和车站的管理权（จีนขอสิทธิริมทางรถไฟ，2559）， 而

中方媒体却称中方并未要求沿线开发权（中泰铁路或2016年5月

动工 中方未要求沿线开放权，2015），并批评泰国提出过分的要

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生变数：泰国提出过分要求，2015）。虽

然目前这个项目有新的进展，但如此不够透明的合作也引起了民

众对彼此的质疑。

  （五）部分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

   虽然自由贸易“大鱼吃小鱼”是常态，不过跨境做生

意的公司还得尊重当地的法律、文化并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只

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注重

民众反馈的国家，因民众反对而取消既定项目的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计划在某地区开设大型超市，但因当地小卖部的强烈反对，

重视当地人民的当地政府就取消了超市计划。

三、厌华情绪反映了什么？

  （一）互联网的作用

   非常多泰国网友在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就

疯狂评论及转发该信息，导致在短时间内，负面信息迅速传播。

以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为例，如果是因真实事件而被批评那也是

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误解所导致的，那么这样就对中国人非常

不公平。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一方面会迅速扩散负面

舆论，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传播正面能量，改善人们的态度。比如，

2015年泰国媒体和网上帖子都发布了表扬一群中国旅客在泰国清

迈旅游景点附近帮忙捡垃圾的新闻（ไทยรัฐออนไลน，2558）。该

新闻改变了不少泰国民众对中国旅客的态度。最近泰国的中国 

TCCTV电视台的官方脸书上传了以“请了解中国人”为主题的动

漫，希望泰国人能够以宽容的态度看待部分中国旅客的不良行为。

这个方法受到了很多泰国人的赞扬和转发（สถานีโทรทัศนจีนอยากให 

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ใจ "คนจีน" เผยคนจีนเร่ิมนอยใจโดนเหยียดหยามหนัก，2559），

改善了泰国社会对中国旅客的不满态度。

  （二）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可以说在泰国每天的新闻当中，都少不了关于中国的

消息。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都频频登上泰国国际新闻

的头条。泰国民众也就是通过这些新闻才了解中国的。在泰国，

关于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新闻都存在，这个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泰国依旧担心中国崛起的负面效果

   虽然泰国跟中国没有发生过领土争端事件，泰国在南

海问题上也一直表示中立立场，两国在领土安全方面几乎没有矛

盾存在。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南海争端多次爆发，引起了大家的

极度关注和担心。中国跟东盟其它小国的争端，让同为小国的泰

国产生同理心理，担心在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的争端中处于

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在经济领域上，因为之前负面新闻的影响，泰国民众

也担心部分中国企业的合法性，担心中国企业垄断部分泰国行业、

抢夺泰国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等。

  （四）泰中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过于笼统、乐观

  “泰中一家亲”常常被泰中两国各界用来描述彼此关系。

虽然没人能详细地解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称为

“一家”？被称为一家亲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任务？或者两国政府

该以怎么样的态度相互对待？但是最起码，我们都认为两国对彼

此的互信程度应该比其他国家还要高、对彼此的帮助也应该更多。

而泰中关系虽大方向良好，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时却有不少

欠缺。比如在商务领域，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5年突破了

700亿美元，双方都将此解读为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而实际上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双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年增长率却是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4年泰中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7.9%、

18.2%、7.2%、2.1%和1.9%；泰中高铁项目也是如此，从开始的

乐观预期，到具体事宜的无法妥协。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导致国家间的不信任

是正常的。为了创建更好的合作平台，泰中两国以“一家亲”的

概念来改善彼此的互信程度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如果只偏信   

“一家亲”的概念，而忽略了实际工作中的多样性，那像高铁一

样，雷声大，却没有办法实际操作的项目就会层出不穷。

四、如何看待泰国社会厌华情绪

 从民众的感受、对中国政府的感受和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三个

方面来讲，泰国厌华情绪的表现及影响各不相同。

 民众的感受虽更为敏感、更为普遍，但是以泰国传统的心态

来讲，泰国人还是非常好客的，服务心态很强，没有亲眼见到他

人的不良行为，也不会无理由的表示歧视。而泰中两国政府的重

视，也让这种厌华情绪有所降低：目前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出境游

客要注意形象、尊重他国文化，泰国总理也曾经提醒过泰国民众，

作为东道主要懂得礼让，有耐心。

 就政府层面来说，这个还是离民众生活稍有距离，只有持续

关注政治新闻的人才会对此有所反应。双方合作的不顺利刚好可

以给双方政府提个醒，调整态度，以便以后更好的合作。

 实际上民众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情绪，因为这个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巴育上台之后，将反贪活动视为其重要政策之一，企业的非

法经营也引起了泰国民众极大的关注。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

然部分中国公司因为在泰非法经营被泰国官方关闭，但是其他合

法经营的公司一直受到泰国政府的欢迎的。泰国副总理颂奇2016

年 6月访华的时候就邀请中国公司到泰国投资各种新兴项目              

（สมคิด นำคณะโรดโชวจีน ดึ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ขาไทย，2559）。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厌华情绪只是暂时性的，泰中两国的交

往愈加密切，在交往的过程中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

也不可以忽略这些负面的反应。不满情绪肯定是来源于某些不足

之处，双方应该就这些不足之处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达成更为

稳定、更为健康的关系。

五、对各方的建议

  （一）个人

   中国旅客出境时要注意形象，要谨记走出国门后每个

人都代表着中国人，如果对有些方面不是很了解，可以咨询当地

的导游，同时出国旅游前须提前了解他国的文化，对该国的注意

事项有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东道主的泰国人也不应该过于相信网

络上的信息，要辩证的看待网上的消息，做到不随便跟风传播不

实信息。要是看到中国游客的不良行为，可以友好的提醒一下，

这样所谓的对彼此不满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

  （二）媒体

   媒体方面，希望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可以做到没有预

设立场，以客观的立场向民众传播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毋

庸置疑，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太重的个人感情色彩，那么读者也

会跟着受到影响。目前在泰国的部分媒体不仅不够客观，甚至于

有部分媒体还使用未经证实的网络新闻作为新闻材料，传播一些

不属实的新闻。作为合格的媒体，应该严格地审查新闻的真实性

、可靠性，不能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哗众取宠，传播不实的负

面新闻。这样的媒体不仅没有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还影

响到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三）商务

   泰国政府还是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的，不过为了

预防非法旅游公司的开设、对水果市场的不良垄断，泰国政府应

该先从政策、法规层面上加以控制，严格做好检查及防范，并制

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而泰国商务部门也应该在外商投资之前就向

外商解释清楚非法运营的危害性。

   此外政府还应该修改部分商务法律，与时俱进，为吸

引外商的投资，发展泰国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做法律方面的保

障。

  （四）政府

   政府是国家心脏，政府的态度会极大的影响到民众对

他国人民的态度。泰中两国的政府对彼此的态度一直很良好，就

是在沟通方面有所欠缺。两国都不应该躺在“一家亲”的成果上，

不应该只是泛泛的谈论良好的关系，而是应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开诚布公，赢得对方的支持，把项目落到实处，发展双边合

作项目。

结语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厌华情绪”虽然现阶段不能算是泰中

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因素，但是它从个人、社会到政府层面证明

泰中两国在多方面的不解，如果没有立刻并有效地引导，那势必

会影响到两国未来的健康关系。在世界经济皮软的大环境下，互

进共赢是泰中两国的核心。除此之外，泰国军方政府也还需要中

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泰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计划需要引进大量知

识、技术以及外资；泰国的 GDP 还是需要旅游业的支撑。因此，

从泰国的国家层面来讲，厌华情绪也是不受欢迎的现象。现阶段

相关部门警示使在泰的厌华情绪有所消减。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以

后就会一直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所以，相关部门仍需继续关注，

持续引导；法律部门也要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在政策

引导与法律法规层面予以保证。中国方面也可以通过给旅客介绍

泰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以及一些当地的禁忌，引导中

国游客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通过社会的引导和法律的保障，

厌华情绪才不会愈演愈烈，泰中“一家亲”才会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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