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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军情探析》

前言

　　冷战结束后，因大国对峙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少了。一方面，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
展，世界各国都在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大力发展经济，以提高综合国力，追求长远的军事实力；而与
此同时，世界各种力量也正在重新组合，国际形势仍然不稳定和不确定，世界各国都把防止和应付可
能出现或正在发生的冲突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为了夺取未来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世界各国军事力量
正普遍处于大调整、大改组和大变动中。世界主要国家以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军事力量的发
展动态，对未来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安全形势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东南
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安全方面对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利益。泰国既是东南亚重要国家，
又是东盟创始国之一。它不仅与美国保持军事结盟关系，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主要国家也保持着
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与此同时，泰国作为中国的近邻，自1 975年与中国建交以来，泰中两
国关系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泰中一家亲”的传统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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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军情探析》

内容概要

《泰国军情探析》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和研究泰国军情的著述。第一至第四章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泰
国军队现况；第五至第八章主要从学术角度出发，探讨泰国军事问题，力图在突破传统军事概况类书
籍的窠臼上有所尝试；“附录”部分则收集了泰国军队人事变动史料和国防预算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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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经济由于政策、措施得力，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60年
代超过8％，70年代超过7％。即使在适逢西方工业国出现经济危机的第5个五年计划（1982-1986年）期
间，其年均增长率也达到4.4 ％。1986年以后，泰国经济突飞猛进，1987年的增长率升到6.3 ％。同时
，泰国充分利用油价、利率和汇率三低的有利国际经济条件，及时把握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向海外大举投资的机遇，大力推进吸引外资战略，并实行放宽管制和逐步走向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从而使泰国经济进入连续4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90年代，由于受海湾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影响，泰经
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年均增长率仍达8％左右。1995年，泰国人均收入超过250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
入中等收入国家。　　促使泰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方面的有利因素之外
，泰国政府所确定的较为明确的发展目标，以及为保证这些目标实现所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宏观经
济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发展的目标来看，泰国从进入经济发展时期开始，就把经济的
发展立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分阶段的调整目标。　　自60年代至今，泰
国经济大致上经历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协调发展和危机复苏四个阶段。　　进口替代阶段（1960
～1971）主要目标是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以建立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为核心，实行
战略调整——将“出口资源，换回消费品”的旧的经济循环转变为“出口工业品，换回机器设备”的
新的循环。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注重农业发展，以增加外汇收入，支持国内工业化进程。　　出口
导向阶段（1972～1981）主要目标是发展出口工业。为此，开始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工业部门进行改
造，重视发展基础工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出口价值，改善外汇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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