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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国由于其先天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适中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成

为东南亚地区中中国消费者购置房产的首选国家。 了解中国消费者在泰国的置业因素与目的的关

系， 可为将来更多在泰的中国人购置泰国公寓的行为提供决策依据， 同时也为当地政府、 政策研

究机构、 开发商及销售代理提供更多业务开办和经营方面的借鉴。

基于文献研究提出的影响中国购房者 8 个因素， 分别是： 泰国住宅价格、 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产邻里特征、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泰国房产的物

业服务水平、 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并以这些因素与置业目的关系提出假设， 采用定量

研究方法， 并使用问卷调查收集一手资料， 经研究发现影响中国消费者置业目的的因素有 6 个： 

泰国住宅价格、 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泰

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故建议泰国政府可制定适度宽松的购房政策， 吸引中国适宜人群来

泰国工作置业， 同时防止因政策门槛过低而导致的投机和短期套利行为； 建议开发商需在积累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根据细分市场特征设计具有吸引力的住宅产品； 建议销售企业根据消费

者的偏好制定营销策略， 提高产品营销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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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iland is one of the most preferable real estate markets among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citing 

the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natural conditions; moderat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itabl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uperior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purchase objectives of Chinese 

property buyers so as to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buyers and some insights for local 

real estate industr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literatures, eight factors (i.e. price; housing loan policy; location; facilities; tax policy; 

architectural design; service level; and brand and reputation of developer) we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employed quantitative metho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bjectives of property purchas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re are only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comprising of price; housing loan policy; location; tax policy;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brand and reputation of developer. The study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ai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moderate policies to attract competent Chinese to work and live in Thail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 setting entry barrier too low to prevent speculation and short-term arbitrage. 

The developers should build up their reputation and design attractive resident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segment. The sales companies should 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onsumer preferences.

Keywords: Real Estate Market, Purchase Objec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dominium Purchase

前言

海外置业是置业人从户籍所在国向其它国家流动的置业。 购置海外房产除工作需要自住

之外， 还有出租、 投资的需要。 海外置业的兴起， 是中国居住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其所

带来的居住消费领域的革新和变化， 对全球房地产行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Yang， 2008）。 而

传统的置业观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深和交通状况的改善， 也发生着

变化。 一些 “成功人士” 开始选择那些经济发展迅速、 环境优越、 城市配套齐备、 就业机会充裕

的海外城市进行置业， 传统房地产市场的地域性特征逐步弱化。 传统的房地产市场理论认为房地

产是不动产， 因而目标客户往往以项目所在地为圆心， 设定一个半径不等的区域， 作为市场研究

的范围。 如今这种 “原住地” 概念的局限市场观完全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带来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了 “原住国” 的限制，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使中国消费者寻求海

外置业成为可能与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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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人民币贬值压力， 以及中国房地产投资风险日益升高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者在海

外置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方式。 自金融危机过后， 泰国本地经济在近几

年开始持续升温， 再加上泰国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的旅游资源、 

便利的生活设施、 高品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因素， 都为中国投资者来泰国置业提供了很多有利条

件。 但是泰国政府在外国人购置本地房产方面， 一直坚持实施一系列房地产投资限制措施， 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消费者依然做出在泰国置业的决策， 这种行为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很值得深入研

究。 目前中国消费者在泰国置业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 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现在及将来来泰置

业投资的中国人， 以及泰国本土的地产企业、 金融机构提供研究和决策依据。

研究问题

希望找出影响中国消费者在泰国置业的因素有哪些， 并研究这些因素在影响购房者决策

时的重要性。

如今泰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复苏及发展的阶段，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正涌入这个市场

以期从中获利。 所以， 笔者通过对中国投资者在泰国购置房产的决策因素的研究， 旨在为泰国未

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出建议与策略， 为认证泰国房地产业是值得中国投资者进入而提供有效的

数据与理论支持。

并且， 通过对中国投资者购置泰国房产的决策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对未来更多投资者涉

足泰国房地产业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并为相关的政策研究机构制定政策和房产开发销售企业

的营销策略提出决策和经营建议。

研究中所指的中国在泰人群主要指 “改革开发” 及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倡议以来， 从

我国走出去的在泰国就业、 创业、 或暂住的中国籍驻外人员。 而生活、 工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

群体因受 2017 年国家外汇管制条列的限制： 禁止购汇对外投资， 限制个人每年购汇上限为 5 

万美元。 故暂不作为研究对象， 特此说明。

文献综述

通过对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者购买房产行为的研究中得出， 促使消费者产生消费行为的

因素主要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因素多呈现外部影响形态， 如国家/地方政策、 产品自

身以及周围环境等等， 而微观因素多呈现内部影响形态， 如消费者个人的特征 （性别、 年龄、 收入、 

职业等）， 正如以下学者所述：

住房作为一种商品， 除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外， 更具有自身的特性， 比如住房的位置固

定性、 使用周期长、 价值昂贵等特点， 这就决定了购房消费行为的特殊性 （Yang， 2001）。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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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在研究中， 分析消费者对住宅产品的需求， 并对住宅产品做市场细分。 结合消费者的个

人特征因素、 住宅特征影响因素和住房价格建立需求模型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和

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 将消费者个人特征影响因素分为客户特征、 客户行为。 而 Liu （2008） 结

合消费者个人特征、 住宅产品特征因素利用单一变量分析法和层次聚类分析法， 对市场做细分， 

将之分为住宅产品特征因素 （住宅类型和装修程度）； 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位、 家庭收入、 居住区域）， 以及价格品质关注度和置业次数。

Bao （2002） 在分析中结合消费者自身因素、 住宅产品所属周边设施和其他因素， 为了分

析消费者的购房需求， 通过分析购房面积和家庭月收入的相关性、 现住户型和欲购房户型的相关

性， 以消费者的需求结论为基础给开发商和政府提供了建议。 在案例分析中， Miao （2006） 研究

南京市主要城区和消费者对住宅产品面积的需求， 以消费者个人特征和消费需求两种因素为理论

基础， 对数据进行频次分析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按不同置业次数研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房时对

住宅面积的需求情况。 与之相同， Mo （2007） 结合购房成本和住宅特征影响两个因素， 利用层次

分析法， 以不同的住宅类型作为细分的标准研究购房者对住宅产品的需求和偏好。 其中住宅特征

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结构、 小区环境、 楼层、 地段、 面积五个因素。 其结论表明住宅特征影响因素

和购房成本在消费者的购房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购房的决策当中，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以及不同的方法给出了解释分析， 具有不同

置业次数的购房人群、 不同的个人收入情况和住房价格都会影响消费者对住宅的投资决策。 其以

不同置业次数的购房者为分析角度， 分析购房者在投资购房决策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行为， 并利

用多期动态投资消费模型对消费者的购房行为进行了分析 （Yu & Ye， 2009）。

Li & You （2008） 结合住房均价和住宅特征影响因素， 利用层次分析法， 以上述两个影

响因素作为分析的准则， 得出的结论表明消费者在购房过程中， 会根据影响因素产生满意度的大

小对住宅进行购买行为。 且这些变量对消费者的购房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其中住宅特征

影响的因素包括： 楼盘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的便利情况、 小区的居住环境情况、 小区的结构布

局和设施情况。

Yang （2010） 结合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和消费者住宅产品特征因素， 利用购房决策模型， 

分析和评价居民购买商品房选择方案的优劣。 其中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包括购房者的家庭收入情

况等。 住宅特征产品因素包括商品房的平均价格、 楼盘的区位和环境因素、 住宅的户型设计、 楼

盘的设施配套、 开发商的物业管理水平、 商品房供求因素、 住宅的工程质量以及楼盘所处的位置

和交通情况等， 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在消费者的购房行为过程中都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Jiang, Zhou & Feng （2007） 分析购房决策影响因素对消费者在购房决策过程中的影响

作用。 购房决策影响因素包括住房价格、 购房面积中住房使用面积、 环境、 物业管理情况、 交通

因素、 配套设施情况， 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上述购房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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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2005） 提出情境因素对消费者购房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结论表明消费者的

状态对消费者的购房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其中情境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实体环境、 社

交环境、 时间影响和消费者状态。 实体环境是指包括销售中心、 样板房、 施工围墙的装饰和宣传

以及产品的售楼书等； 社交环境包括： 销售人员、 亲友对产品的购后评价、 媒体的宣传、 社会事

件等； 时间影响包括： 时间压力、 周期性因素； 消费者的状态包括： 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和经济状

态等。

Jia （2005） 分析消费者的购房决策影响因素中住宅总价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运用对

应回归分析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分析。 其中总价作为因变量， 以购房者的年龄、 教育

程度、 个人总收入、 购房面积和户型以及装修水平为自变量， 研究消费者的购房行为。 并且， 根据 

7S 消费者行为模型： 即产品的购买者、 购买的对象特征、 购买的目的、 参与购买、 购买的渠道、 

了解何时购买产品和了解何地购买， 通过问卷形式进行发放和回收， 从而获取相关信息， 最后根

据收集数据的结果进行频数分析， 研究消费者购房行为得出北京市中档住宅商品房市场的现状。

从上述观点和文献的借鉴， 提出住宅价格、 房贷政策、 区位特征、 邻里特征、 税收政策、 

建筑特征、 物业服务水平和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等因素对购房决策的影响， 又鉴于近几年泰国房

地产的快速复苏和迅猛发展， 为研究对象——中国在泰购房者人群的调查采样也带来了便利， 令

研究更具可信度。

51 Thailand Real Estate Network （2015） 根据英国权威海外房地产网站 

TheMoveChannel.com 的研究报告及其刊登的 《房产投资排行榜》 显示， 泰国房产在全球房产搜

索排名中上升了 2 位， 已居于第 4 名的位置， 占全球房产搜索的 3.61%， 仅排在传统海外房地

产热销国家西班牙、 美国和加拿大之后。

Thailand Real Estate Network （2018） 披露， 2017 年上半年海外投资者在泰国购房占

比高达 68%， 其中亚洲购房者占据首要位置。 特别是中国大陆人群为了躲避雾霾和严寒， 纷纷来

泰国过上 “双栖生活”。 近年来， 泰国土地价格平稳上涨， 截至 2017 年土地价格较上年平均增

长稳定在 8%， 其中位置优越的地块增幅甚至高达 1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架构是通过文献的阅读、 总结和分析， 结合了消费者置业目的的相关研究，  

进行整理， 总结出置业目的和影响消费者置业决策的因素。

根据整理材料总结出消费者投资置业目的的影响因素， 设计调查问卷， 选取目标人群进

行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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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收集的数据， 使用统计软件和数据分析工具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确定

影响在泰中国消费者投资置业决策的动机因素即诱因， 并对其与置业目的的相关性分析， 进行重

要性排序， 以明确该影响因素的重要性。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 为研究中国消费者在泰置业投资决策过程提供理论支撑。 为后续投

资者、 政策研究制定机构和房产开发销售企业的运作和经营提出分析和建议。

研究框架

结合前文消费者购买行为和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分析， 构建以下影响消费者购房投资

决策的研究模型， 自变量为房贷政策、 税收政策、 住宅价格、 建筑特征、 区位特征、 邻里特征、 

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和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因变量为置业决策， 如图1所示：

置业决策

房贷政策

税收政策

住宅价格

建筑特征

区位特征

邻里特征

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

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图1 研究框架

研究方法

由于在泰国当地受理对国人在泰购房贷款的银行有三家： 中国银行 （泰国）、 工银泰国和

大华银行。 其中中国银行自 1994 年即在泰国设行， 历史悠久， 客户基础广， 并自 2014 年开办

外国人购房贷款业务以来， 其中国购房贷款客户群已形成规模， 位列外资银行前茅。 且从 2014 

年至今， 中国银行 （泰国） 与泰国各大房地产开发商公司深度合作，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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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意向选择或者直接选择中国银行作为买房的合作伙伴。 因此作者在中银泰国网点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式， 由于客户资料的隐秘限制， 研究仅仅对 2015 年在中银泰国有购房贷款意愿或因购房

而开立银行账户的中国客户群体， 一共 102 人， 作者逐一发放调查问卷，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的

人次为 50 人。

问卷发放的数量确定在 2016 年 10 月1 日至 12 月 31 日， 以网络邮件推送和当面提

交的方式进行问卷的随机发放， 为了确保回收的问卷真实有效， 对问卷进行了必填选项设置， 并

确保同一被调查者都只能填写一次问卷， 作答后必须填写验证码才算填写完毕。 问卷问题来源依

据如下表1所示，

表1 问卷依据

中国消费者购买决策因素 来源

泰国房贷政策 韩立达、 肖云 (2008)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谭相秋 （2005） 

泰国住宅价格 闫国平 （2007）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张若曦、 贾士军 （2014）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温海珍 （2004） 

泰国房产邻里特征
郭文龙 （2014）

闫国平 （2007） 
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

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本文主要是定量研究， 通过参考相关文献资料找出潜在变量包括影响购房因素， 置业目

的，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 然后利用统计分析法分析， 进行研究， 得出最终结果。 但本

文的假设与结论暂不考虑汇率变动的因素。

研究模型与假设

结合上述研究内容， 提出关于消费者购房影响因素的几个主要方面， 包括宏观经济影响

因素、 住宅特征影响因素、 和开发商影响因素等 8 个方面进行假设， 如下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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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假设

假设 内容

假设 1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贷政策的感官与其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2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税收政策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3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住宅价格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4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建筑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5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区位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6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邻里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7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假设 8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样本人群信息统计得出：

性别比例方面， 男性出现频数大于女性。

年龄方面， 样本人群的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 26—35、 36—45、 46—59 岁这三个年龄阶

段。 这一群体基本为工作多年的成年人士， 这一群体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支配支出的能力， 

同时具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

职业方面， 专业人员最多， 占 29.0%， 这是因为在中国一些 IT 电子产业的公司在泰国设

有分公司， 人口所占比例较大， 且公司对员工提供海外住房或购房的各项福利。

平均月收入 （人民币） 方面， 15, 001—30, 000 元的受访者最多， 占 44.9%。

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得出：

各因素对购买泰国房产的中国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程度依次为： 泰国住宅价格 （4.17）、 泰

国房贷政策 （3.90）、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3.44）、 泰国房产邻里特征 （3.39）、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3.34）、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3.25）， 以上各因素的均值都在 3 以上， 说明这些因素对在泰国购买

泰国房产的中国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程度是比较大的； 而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 （2.96）、 泰国

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2.65） 这 2 个因素的均值均在 3 以下， 说明这些因素对在泰国购买

泰国房产的中国消费者决策影响程度是比较小的。

通过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

本课题研究的调查问卷中包含 8 个自变量因素。 为了解中国消费者对泰国购买房产涉

及各相关因素的重要程度感知与购买目的之间是否相关， 笔者采用了相关性分析， 定义的标准为

两两相比较的相关系数矩阵， 并运用双星号 “**” 标注了双侧检验 Sig. (2-tailed) 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的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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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购买房产影响因素重要程度

自变量因素 相关性分析结果 结果

泰国房贷政策

 Pearson 相关系数 （R） .095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09 

显著性 （双侧） .049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Pearson 相关系数 （R） .129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17 

显著性 （双侧） .007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Pearson 相关系数 （R） .170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29 

显著性 （双侧） .002 

泰国房产邻里特征

 Pearson 相关系数 （R） .094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09 

显著性 （双侧） .051 

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

水平

 Pearson 相关系数 （R） .217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47 

显著性 （双侧） .061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Pearson 相关系数 （R） .156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24 

显著性 （双侧） .001 

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

牌和信誉

 Pearson 相关系数 （R） .194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

决定系数 （R2） .038 

显著性 （双侧） .000 

决定系数 （R2） .036 

显著性 （双侧） .001 

泰国住宅价格

 Pearson 相关系数 （R） .087 

具有显著性以及较弱的正相关性决定系数 （R2） .008 

显著性 （双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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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根据对调查问卷中相关问题所得到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

验， 结果如下表4：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内容 显著性 是否成立

假设 1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贷政策的感官与其置业目的有关 .049 成立

假设 2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税收政策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001 成立

假设 3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住宅价格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000 成立

假设 4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建筑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007 成立

假设 5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区位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002 成立

假设 6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邻里特征的感官与置业目的有关 .051 不成立

假设 7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的感官与置业目的

有关

.061 不成立

假设 8 中国消费者对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的感官与置业目

的有关

.000 成立

研究结果

经过对相关文献以及中国投资者购买泰国投资决策因素研究模型的研究， 得出影响购房

目的的因素有 8 个， 分别是： 泰国住宅价格、 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产邻里

特征、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 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

牌和信誉。

通过调查问卷、 李克特五点量表的数据分析后， 得出 8 个因素中， 被调查者认为最重要

的是泰国住宅价格、 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产邻里特征、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而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 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的重要程度感知

对中国消费者的置业目的无关。

最后， 根据假设检验数据分析， 影响中国投资者在泰国置业的相关因素有 6 个： 泰国住

宅价格、 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 泰国房产建筑特征、 泰国房产

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 这 6 个因素成为了中国购房者在泰投资置业主要考虑的因素。 而泰国房

产邻里特征、 泰国房产的物业服务水平对投资置业的影响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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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鉴于研究调查的采集样本来源渠道真实、 专业， 调查对象的置业需求明确， 并经过完整、 

仔细的样本问卷的遴选和审核， 故调查结果基本能够反映泰国房产市场， 中国购房者的决策诱因。 

针对假设条件的研究结果， 可向以下部门和机构提出相关建议。

1. 建议泰国当地政府研究制定相对宽松的外国人购房政策

中国投资购房者选择在泰国置业的过程中会受到泰国房贷政策、 泰国房产税收政策以及

泰国房产限购政策的影响。 为了促进泰国当地房产行为的适度发展， 同时避免外国人投资过热导

致对本地房地产行为刺激过度， 泰国当地政府应当制定适度宽松的购房政策， 例如在公寓出售时

可以适当扩大外国人持有的单元所占的比例； 简便外国人购房的登记手续； 开放外国人对带地房

产的有期限的出售， 尤其针对国外的新型产业的高端管理技术人才提供签注和购房的政策优惠， 

促进优秀人才引进。 同时审慎考虑政策的长期性、 合理性、 前瞻性防止因政策门槛过低而导致的

房产投机和短期套利的行为。

2. 建议房地产开发商应根据细分市场的特征设计符合中国人喜好的公寓产品

中国投资购房者在选择在泰置业的过程中对泰国住宅价格、 泰国房产区位特征、 泰国房

产建筑特征和泰国房产开发商的品牌和信誉等因素非常关注。 因此针对中国置业者这一逐步扩大

的潜在消费群体， 开发商在地产项目开发前期应有针对性地根据这一细分市场特征设计出具备相

应特点的公寓产品， 以满足这一类投资者未来的购置需求。 同时， 开发商应当树立品牌意识， 拥

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不断在地产项目中积累自身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以提高自身在市场行业

领域的竞争力。

3. 建议房地产销售企业充分研究潜在中国客户的个体和家庭特征， 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中国购房者选择在泰国置业的过程中, 购房者家庭可支配收入、 购房者职业、 购房者学

历、 购房者的现居住地、 购房者家庭结构、 购房者婚姻状况、 购房者性别等投资者个体和家庭相

关的特征因素对置业目的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 因此对泰国当地的房地产销售企业的启示是， 应

充分研究潜在中国购房客户群体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因素， 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 这

也有助于房产销售企业能够快速准确地寻找和定位目标客户群体， 从而提高其市场营销活动的效

率和成果。

4. 建议为中国购房者提供个人贷款业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根据影响购房的因素， 甄选优良客户

和优质公寓楼盘进行开发贷和按揭， 降低潜在风险

根据未来泰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 且中国投资者占的比重逐步上升的预期， 银行等金

融机构对中国人按揭贷款的金融服务业务将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可以通过对上述购房诱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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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 在选择合作开发商和放款个人时进一步了解目标客户、 营销策略和购置需求， 为金融机

构审贷和风险评估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综上所述， 影响中国消费者在泰国购置公寓的相关因素较多， 各因素也并非是独立成为

影响决策人判断的诱因， 需要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此外由于个人的研究水平有限， 尚有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 泰国房产投资置业涉及到的目标群体具有多样化， 本文仅从中国投资者的角度进

行研究， 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会继续加深对泰国本地投资

置业者的研究， 以及对于在泰使用贷款购房和现金购房客户的差异化研究；

其二， 由于时间和资料的取得的限制， 本文调查的对象局限在中国银行 （泰国） 网点的

客户， 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也仅限于这个族群， 未来将扩大调查深度和广度进一步细分调查对象， 

以其获得更理想的结果；

其三， 本研究课题较新， 相关契合度高的文献资料较少， 虽然大量参考了一些行业相似

的文献和研究, 并将之修正提炼, 但借鉴的类似文献资料, 是否完全适用于泰国当地房地产市场, 

仍有待进一步考量。

尽管如此， 笔者仍会继续深入研究、 探索， 为求更全面的了解中国投资者在泰国置业的

过程和影响因素， 设计更科学的问卷样本， 提升问卷调查的深度， 加大调查对象的广度， 追求更

完善更准确的结果， 以引起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行业参与者的关注和重视。 并

衷心希望本文能够对泰国本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贡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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