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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温北炎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

广东 广州 51 肠 30 )

摘 要 : 近年来
,

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很快
,

两国双边贸易和中国对印尼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资顺利发展
,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
,

尤其是中国一些商品对印尼的冲击引起印尼部分

企业界的不满
。

本文拟对两国经贸关系存在问题
,

尤其是印尼纺织服装业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进行

分析
,

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

以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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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
,

调整了对外政策
,

实行大国平衡外交
,

对华采取友好合作政策
。

中国

与印尼两国在对外关系中都把对方视为友好国家
,

并把重点放在发展经贸友好合作关系上
。

近年

来
,

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很快
,

两国双边贸易总量每年以两位数增长
,

中国加强了对印尼

基础设施的投资
,

中国企业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也逐年增加
,

对印尼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建设起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

但是
,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

中国被西方视为
“

世界工厂
” ,

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畅销世

界各地
,

包括东南亚国家
。

近年来
,

中国商品大量进人印尼
,

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如纺织服装业和鞋

业产品等成倍进人印尼市场
,

对印尼的制造业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
,

许多纺织服装业
、

鞋业的工厂减

产
、

停工或倒闭
。

笔者 2 (X 拓 年 4 月访问印尼一个月
,

作了一些调研
,

发现许多印尼企业家和商家抱

怨中国商品倾销印尼
,

要求印尼政府支持民族企业
,

对中国商品采取反倾销措施
。

印尼一些企业家

和商家把印尼产业结构转型的痛苦怪罪到中国
,

其看法有些片面
,

但也反映一定的现实情况
。

一
、

中国印尼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1
.

两国双边贸易迅速发展
,

每年以两位数增长

经贸关系仍然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点
,

双边贸易从 2(X) 1 年的 67 亿美元
,

增至 2(X) 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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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

3 亿美元
,

2 00 3 年达到 102
.

4 亿美元
,

比上年增加 29
.

1%
。

2(X岭 年双边贸易又达新高的 132 亿

美元
,

2(X) 5 年突破 巧O亿美元
,

2 0() 8 年将达 2的 亿美元
。

2 00 5 年 7 月
,

苏西洛总统访华时要求双边

贸易在 20 ro 年达到 300 亿美元
,

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 “中国一直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

之一
,

我们希望能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部分
,

也希望中国能成为印尼经济成功的一部份
,

希望中

国在印尼有更多的投资
。 ”

【1〕

在双边贸易中
,

中国对印尼的出口 以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为主
,

而印尼对中国的出口以资源型

为主
,

双方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

双边贸易印尼是顺差一方
,

有利于印尼经济复苏
。

2
.

中国加强对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苏西洛新政府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投资
。

新政府制定 了 2(X) 5 一 2仪旧年的五年建设

计划
,

推出 91 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

涉及资金共达 1 4 50 亿美元
,

计划在未来 3 年建设 1 500 公里高

速公路
,

还有发电
、

通讯
、

机场
、

码头
、

公路和农村水利等工程设施
。

中国加强对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

主要项 目有
:
桥梁

,

公路
、

铁路
、

码头
、

电站等
。

爪哇岛跨

海的洒水 一 马都拉大桥于 2的5 年动工
,

全长 5 4 38 米
,

主桥为三跨双塔
、

双索
、

面叠合梁斜拉桥
,

全

长 81 8 米
,

塔高 141
.

3 米
,

2(X) 8 年将竣工
。

中国还帮助印尼在爪哇岛井里坟到克罗亚建设铁路复

线
,

在苏门达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建设公路和码头
。

【2〕

2仪巧 年 4 月印尼副总统尤素夫
·

卡拉到中国参加亚洲世博会
,

与中国签订 了在印尼建设火力

发电厂合作协议
,

利用印尼丰富的煤和中国廉价设备与技术解决电力不足问题
。

3
.

中国企业增加对印尼的直接投资

2(X) 5 年 7 月 27 日至 30 日
,

印尼苏西洛总统率领高官
、

企业家
、

学者和媒体等 100 多人访华
,

其

中包括外交部长哈山
、

经济统筹部长巴克里
、

商业部长冯慧兰
、

能源与矿业部长布诺莫等
。

胡锦涛

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与苏西洛总统会谈
。

苏西洛总统访华取得 圆满的结果
,

中印两国签署了五

大合作文件
,

具体落实两国 2(X) 5 年 4 月在雅加达确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

两国政府和企业签订了 40

亿美元合作协议
,

包括金融
、

石油天然气
、

工程承包
、

资讯科技等领域
。

印尼促进 中国加强投资
,

商

业部长冯慧兰说
: “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有着重要 的地位
,

两国可提高在经贸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 ”

印

尼工商总会总主席希达悦说
: “

印尼和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
,

印尼是中国投资的最佳选择
,

希望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印尼的建设
。 ”

【3〕

以中国广东省为例
,

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
,

2(X) 5 年 GD P 达 2 64 8 亿美元
,

占全国 n
.

2%
。

广东对外贸易很发达
,

2田5 年进出口达 4 2 83 亿美元
。

近年来
,

广东与印尼 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发展很快
,

20( 又 年双边进出口贸易达 32
.

6 亿美元
,

占中国与印尼贸易总额 24
.

2 %
。

广东与印尼相

互投资逐年增加
,

印尼在广东投资有 13 0 家企业
,

投资额 3 亿美元 ;而广东在印尼投资 2 500 多万美

元
。

2(X) 5 年 11 月
,

广东政府与经贸代表团 4以)多人赴印尼
,

双方企业家签订经贸合作协定共达 23

项
,

金额达 8
.

82 亿美元
。

【4」

4
.

旅游业发展迅速

印尼已成为中国旅游对象国
,

有关资料显示
,

2 (X又 年印尼游客到中国达 25 万人
,

而中国游客到

印尼有 8 万人
。

2(X )5 年底
,

中国游客到印尼可以落地签证
,

两国旅游业合作潜力还很大
。

二
、

两 国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1
.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不足
,

与一个经济强国不相称

中国对东盟国家包括印尼在内的投资金额还是比较小
。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

2 0( 只年底中国

企业在东盟 10 国的投资项 目 94 7 个
,

中方投资 1 1
.

6 亿美元
,

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7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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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只 年底在东盟 10 国中
,

中国对泰国
、

柬埔赛和印尼三国的投资规模较大
,

但投资金额还是较小
,

分别为 2
.

92 亿美元
、

2
.

61 美元和 1
.

95 亿美元
。

【5〕

日本重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
,

19 95 年至 2田3 年
,

日本对东盟 国家的直接投资达 27 9 亿美元
,

占对外直接投资的 12
.

7 %
。

亚洲金融危机前
,

印尼一直是 日本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 国
,

1995 年 17
.

5 亿美元
,

199 6 年 18
.

2 亿美元
,

1997 年 巧
.

9 亿美元
。

亚洲金融危机后
,

由于印尼投资环境变差
,

日

本对印尼投资大幅减少
。

1994 年至 2(X) 3 年 日本在印尼雅加达成立的商业联合会的会员企业达 393

个
。

日本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和矿业
,

其 中 90 % 以上 的矿业投资集中在印尼
。

日

本投资印尼制造业的时间较长
,

所以印尼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 习惯于 日本式的生产管理模

式
。

日本商品在印尼市场 占有很高的比率
。

再以台湾地区为例
,

亚洲金融危机前
,

台湾推行
“

南向政策
” ,

扩大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

仅

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 15 0 亿美元
。

近年来虽然投资有所减少
,

但投资总额仍然在 100 亿

美元以上
。

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总量增长很快
,

但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还很小
。

印尼头 10 个 主要投

资国和地区为
: 日本

、

美国
、

新加坡
、

英国
、

香港
、

台湾
、

韩 国
、

德 国
、

马来西亚
、

澳大利亚
,

中国还排不

上位
。

2
.

两国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够合理
,

需要进一步优化

双边贸易中
,

中国对印尼的出口以工业制成 品和半成 品为主
,

而印尼对中国的出 口 以资源型

为主
。

中国出口到印尼的主要商品有
:
机械设备

、

家电
、

纺织 品
、

成衣
、

化工原料
、

化肥
、

钢铁
、

工业生

铁
、

棉花等
。

近年来中国出 口 到印尼不断增加的商品有
: 玉米(占印尼市场份额 83

.

7 % )
、

金属盐

(41
.

9 % )
、

水果和坚果(4 0
.

5 % )
、

通讯设备及零部件(13
.

7 % )
、

摩托车(14
.

6 % )
、

机 电设备(14
.

3 % )
。

中国从印尼进 口 的主要商品有
:石油与天然气

、

煤炭
、

矿砂
、

纸浆
、

纸与纸板
、

胶合板
、

木材与木

制品
、

橡胶
、

塑胶
、

棕桐油等
。

[6〕(Pl)

印尼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

但近几十年来
,

由于无节制地开发石油和乱砍乱伐森林
,

极大地浪

费了资源
,

造成一些资源枯竭
。

过去印尼是主要石油输 出国
,

现在石油开始枯竭
,

需要进 口一部分

石油
。

林业部长卡班指出
,

印尼森林乱砍乱伐相当严重
,

国家每年被破坏的森林 270 万公 顷
,

每年

损失 so 亿美元
,

印尼只剩下森林 5 700 万公顷
,

5 年后将被砍光
。

【7 ]

在中印 (尼)双边贸易中
,

若按照近几年的商品结构进行下 去
,

印尼向中国出 口 以资源型为主
,

必然贸易会失去平衡
,

也会给印尼传媒和一些人留下不 良印象
,

认为中国也像西方一样掠夺印尼的

资源
,

不利于中印(尼 )友好合作的发展
。

3
.

中国商品对印尼纺织服装业等制造业的冲击

印尼一些官员和主流媒体称
,

印尼面临中国纺织产品的威胁
。

印尼发行量最大的《罗盘报》报

道
,

据印尼纺织业协会统计
,

近 5 年内
,

印尼进 口 中国纺织产品增长 了 350 %
。

印尼有上万家中小企

业经营纺织与纺织产业
,

至少吸收 49 万员工
。

该协会主席贝尼说
,

印尼许多纺织 厂特别是中小企

业停产和大规模裁员
,

政府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

协会已敦促印尼反倾销委员会采取措施
。

【s]

印尼多名部长警告企业商家
,

别让印尼成为中国商品非法转运站
。

印尼工业部长法赫米称
,

中

国利用印尼转运商品到美欧国家会造成对印尼的伤害
,

美国政府曾因此制裁印尼
,

中国不应该再次

通过印尼转运鞋类
。

贸易部长冯慧兰说
,

印尼 2(X) 5 年从中国进 口 的纺织品剧增 8加 %
,

纺织品包括

编织衣物
、

圆领汗衫
、

T 恤
、

内衣裤等
,

情况令人关注
。

【9〕

印尼是世界纺织品第七大生产出口大国
,

纺织服装业是印尼支柱产业之一
,

也是主要 出口创汇

产业
。
2以只年纺织服装业吸收劳工 150 万人

,

占制造业劳工的 25 %
,

年产值 150 亿美元
,

占制造业

.

3 1



总产值 16 %
。

纺织服装业一直是印尼第二大经济产业
,

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环
。

纺织服装业也是

印尼华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

20( 又 年全国 2 654 家纺织纺织业 中
,

有 90 % 以上是华人经营
。

近几年由于印尼政治社会动荡
,

投资环境变差
,

加上燃油涨价
,

工人示威罢工不断
,

生产效率低

下
,

机械设备陈旧
,

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下降
,

许多纺织服装企业停工或倒闭
。
2田5 年纺织品出口

配额取消之后
,

印尼预计将有 1 350 家中小型纺织服装厂倒闭
。

万隆是印尼纺织服装业中心
,

印尼全国的一半纺织服装 厂约 1 仪幻 多家集 中在万隆
。

笔者在

万隆出生
,

多次访问过万隆
,

这次访问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家
,

深深感到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对印尼的

冲击
。

笔者的一位朋友林先生经营纺织服装业数十年
,

19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纺织厂拥有工人 12

以刀人
,

产品销售 国内和出口美
、

欧
、

日等国
。
2(X) 1 年开始减产和裁减工人

,

只剩 5 0(刀 人
。

2(X) 5 年

再裁减工人剩至 3 《刀〕人
。

他说
,

万隆纺织服装厂有一半以上倒闭
,

许多厂家破产
,

有 的企业转行

或将资金投到其他行业
。

4
.

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冲击两国双边贸易的正常运行

一些中国商品冲击印尼市场
,

部分原因是有些不法商人利用印尼海岸线长和海关管理不严的

漏洞进行疯狂走私活动
,

有的甚至在公海上进行非法交易活动
。

这些商品走私活动严重冲击中印

(尼 )两国双边贸易的正常运行
,

损坏了两国经济利益
。

2田5 年 2 月总部设在伦敦的环境调查组织

揭露在印尼巴布亚省
,

每个月有 30 万立方米的木材被走私到中国
。

参与非法伐木活动的除了印尼

军方和民事官员外
,

还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伐木团队和不法木材商人
。

三
、

出路
:
双边经贸关系要达到双赢

1
,

正确认识两国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对一些中国商品冲击印尼纺织服装业和鞋业等制造业产品市场
,

印尼各界反应不一
。

正面的

看法是
: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

只有提高印尼商品的竞争力
,

才能在国际贸易中站稳脚跟 ;若中国商

品不大量进人印尼
,

其他国家的商品如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泰国
、

日本等国的商品也会大量进入印

尼
,

挤 占印尼市场 ; 印尼投资环境欠佳
,

生产效率低下
,

劳工纠纷多
,

商品生产成本高
,

当然竞争不过

外国商品
。

印尼许多民众还很穷
,

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中国货
,

当然很高兴
。

负面的看法是
: 大量中国商品倾销印尼市场

,

价格非常便宜
,

印尼的纺织服装业和鞋业被中国

打垮
,

许多工厂倒闭
,

工人失业
,

印尼政府要采取反倾销措施
,

保护民族工业 ; 中国商品价格太过便

宜
,

是因为中国补贴出口商品
,

让中国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 中国一些商人进人印尼
,

不够尊重当

地商业规则和文化背景
,

无处不在
,

做生意急功近利
,

像
“

经济动物
”

一样
。

以上看法中
,

正面的看法较多
,

负面的看法主要是一些传媒
、

官员和企业 家
。

人们对中印(尼 )

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应有正确的看法
:

首先
,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趋势
,

许多国家都在趋利避弊
。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不断受到来 自

西方国家的种种压力
,

中国也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
,

只有不断优化产品质量
,

提高产品竞争

力
,

才能在激烈竞争 中立足
。

印尼也要经历这个阵痛过程
,

没有捷径可走
。

其次
,

中印(尼 )经贸关系发展趋势良好
,

是在平等互利互补的基础上进行的
,

贸易总额每年都

以两位数增长
,

印尼是顺差一方
,

有利于印尼经济复苏
。

第三
,

存在 的问题是非主流的
,

两国可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
。

印尼应加大经济改革力度
,

调

整产业结构
,

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

才能立足于世界
。

中国也应反省两国经 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采

取具体措施减少摩擦
,

达到双赢
。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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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威胁论在印尼还有一定市场
,

印尼一些官员和传媒应消除偏见

印尼一些官员和传媒受西方
“

中国威胁论
”

的影响较深
,

对中国缺乏了解
,

看法较片面
,

惊呼中

国经济的强大给印尼国内外市场造成巨大的威胁
。

他们指责中国商品在印尼泛滥成灾
,

尤其是中

国纺织品
、

成衣
、

五金等商品冲击印尼市场
,

造成一些工厂停业和倒闭
。

印尼著 名的《时代 日报》

(TE MPO)报道华人大企业家林绵坤 2田5 年 7 月随总统访华
,

对记者表示
“

与中国做生意要小心 !
”

他在印尼工商总会与中国商贸论坛上说
: “

苏西洛总统要印尼企业家与 中国很好合作
,

实现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
,

印尼企业家要走在前头
。

但与中国企业家做生意要小心
,

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是政府

的国营企业
,

他们不像西方企业家按规则办事
,

而是急功近利
,

更加重视 中国的政策和利益
,

遇到问

题时
,

这些企业家可能随时停止对印尼的投资
。

【1剑

3
.

印尼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

但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不能怪罪中国一些商品的冲击

首先
,

亚洲金融危机严重 冲击印尼的经济
,

尤其是金融业和制造业
。

亚州金融危机对印尼经济

冲击和破坏最大
,

时间最长
,

经济大幅下滑
。

1998 年金融业和制造业下滑最严重
,

其增长率分别为
一 37

.

6 % 和 一 12
.

9 %
,

企业和工厂纷纷倒闭和破产
,

工人失业
。

近年来印尼经济复苏缓慢
,

制造业

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

其次
,

制造业机械设备陈旧
,

技术落后
,

生产效率低下
。

根据印尼企业管理公司的调查
,

目前印

尼的纺织服装业机械设备有 57 % 已经超过 巧 年
。

由于缺乏资金和信贷
,

大部分企业设备得不到更

新
。

印度尼西亚纺织协会报告说
,

它的会员企业需要 12 亿美元更新设备
。

第三
,

印尼的投资环境欠佳
,

外资观望不前
。

近年来
,

由于印尼社会治安不稳定
,

法制难于树

立
,

贪污腐败严重
,

劳工纠纷不断
,

外资对印尼抱观望态度
,

甚至一些外资企业撤离印尼
。

2仪拓 年

印尼政府准备通过新的劳工法草案
,

但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
,

示威游行不断
,

不利于外资返回印尼
。

第四
,

东盟 自由贸易区实行 自由贸易
,

对印尼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

东盟原 5 个创始国之间将实

行无关税
、

无障碍贸易往来
。

特别是在 2 0( H 年 11 月老挝万象东盟首脑会议上
,

东盟纺织行业协会

提出了东盟纺织业计划
,

计划包括在东盟区域内取消所有纺织品关税
,

运输纺织品的车辆可顺利通

过各国边境 口岸等
,

以提高东盟纺织品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

印尼纺织业将不得不面对东盟同行更激

烈的竞争
。

4
.

印尼产业经济结构在调整中
,

中国企业应提供帮助

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

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

许多企业停产或倒闭
。

近年来
,

经济正在复苏
,

产业结构在转型之中
,

经济基础还很薄弱
,

需要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援 助
。

中国成为经济强 国
,

又和

印尼建立 了战略伙伴关系
,

经贸关系比较密切
,

中国企业家加强对印尼的直接投资
,

可利用资金
、

技

术
、

设备和管理经验帮助印产业经济转型
。

印尼工业部对全国纺织企业进行调查
,

发现有 1 100 家企业提出贷款 3 亿美元
,

以更换生产机

械
,

因为他们拥有的机械设备年愈 20 年
,

其生产效率在 50 % 以下
。

更换机械设备可提高印尼纺织

业在 国内外市场的竞争
,

但 18 % 的贷款利率对纺织业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
。

【11]

争取外资进人改造印尼纺织业
。

印尼政府要求中国和 日本提供出口信贷
,

帮助印尼纺织业更

新改造设备
。

在 2 0( 又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中
、

印尼两 国经济部长会议期间
,

印尼政府正式向中国代

表团提出
,

要求中国提供 1
.

2 亿美元 的长期贷款
,

帮助印尼纺织业更新改造设备
。

中国政府已经同

意印尼工贸部长所提出的重组方案
,

并向印尼纺织业提供出 口信贷用 于更新纺织机械
。

中国商务

部通过中国银行将向印尼提供 1
.

5 亿美元 的出口信贷
。

目前工贸部与印尼纺织业协会正在调研全

国纺织企业哪些企业有资格获得中国的贷款
。

根据工贸部长的调查报告
,

全 国 2 652 家纺织企业

中
,

有 700 多家有条件获得此项贷款
。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2 0( 拓 年 5 月 22 日报道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
,

中国是制造业
·

3 3
·



的真正赢家
,

其产出增长了 156 %
,

从 2 4 2 4 亿美元增长到 6 197 亿美元
,

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的

份额从 4
.

2 % 上升到 8 %
。

相应地
,

其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排名从第 5 位上升到第 3 位
。

5
.

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应优化
,

达到平等互利和优势互补

为纪念中国和印尼建交 55 周年
、

万隆亚非会议召开 50 周年
,

中国胡锦涛主席于 2 00 5 年 4 月赴

印尼雅加达参加亚非国家领导人峰会
,

会后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

与印尼苏西洛总统签订了两国关

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
。

胡锦涛在会谈中提 出发展 中印尼关系七点建议
,

其中第二条指出
:

“

拓展经贸合作
,

进一步加强双边在基础设施
、

油气资源开发和农业
、

渔业等领域的合作
,

在 3 年内

使双边年贸易额突破 2(X) 亿美元
。 ”

两国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第二部分
“

经济

和发展合作
”

中指出 : “进一步推动双边
、

地区和国际合作
,

本着平等互利
、

优势互补
、

形式多样 的原

则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

促进双方经济伙伴关系和经济独立
。 ”

【11〕(玲)可以预见
,

中印 (尼 )经贸关系

将更上一层楼
,

但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应进一步优化
,

以达到平等互利
、

优势互补和双赢的 目的
。

小 结

近年来
,

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发展趋势良好
,

但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两国双边

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够合理
,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不足
,

中国一些商品对印尼纺织服装业等制造业

产品造成一定的冲击
。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印尼投资环境欠佳
,

劳工纠纷不断
,

生产效率低

下
,

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不足等
。

印尼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中出现的阵痛不应怪罪中国一些商品

的冲击
。

中国在两国经贸关系中也应正视存在的实际问题
,

调整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
,

减少贸易摩

擦
,

打击商品走私活动
,

帮助印尼产业结构调整
,

达到双赢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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