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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的现状与前景X

林  梅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自 2005年 4 月中国与印尼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双方经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不仅两国贸易快速增长,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也不断增加。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主要集中

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领域, 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开始增加,并采取并购、BOT、投资设厂等对外投

资方式。本文就中国对印尼的投资状况、投资领域和方式,以及中国在印尼投资的机遇和挑战进

行了分析。

关键词: 中国企业;印尼; 投资

中图分类号: F114. 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9856( 2007)04- 0001- 06

一、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的概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日益上

升。从印尼方面的统计数字看, 1967年- 2000年 7月 31日印尼批准的中国投资项目共 84项,累计

金额为 3. 82亿美元, 实际投资 27个项目,实际投资累计为 1. 14亿美元。[ 1]从中国方面的统计数字

看,截至2003年我国到印尼投资累计为 5 426万美元, 2003年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位居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净额的第 10位;截至 2004年我国到印尼投资累计增加到 1. 2亿美元, 2004年中国对印尼

的直接投资上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第 8位;截至 2006年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累计扩大

到2. 25亿美元, 2006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跃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20位国家(地

区)中的第 19位。[ 2]

不过,相对印尼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言, 我国对印尼的投资相对要少。
¹
截至1999年底,我国共

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 700个,协议投资金额 15. 01亿美元,实际投入 6. 88亿美元; 截至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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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增加到841个,协议投资金额增加到17亿美元; 截至2002年底,我国

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 936个, 协议投资金额 19. 46亿美元, 实际投资 11. 19亿美元; 截至 2003

年底,我国共批准印尼来华投资项目增加到 1 079个, 协议投资金额 25. 77亿美元, 实际投入 12. 69

亿美元;截至 2006年印尼来华实际投资累计达 15. 61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外投资开展较

迟,特别是我国提出/走出去0战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大幅增加,直到 2003年中国政府才开始进

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专门统计。

在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中,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从流量上看,

印尼在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上升, 2003年位居中国对东盟 10国直接投资的第 2位,

2004年上升为第 1位, 2005年下降较大,位居第 5位, 2006年又回升到第 2位;从存量上看, 印尼位

居东盟 10国的第 5位( 2003- 2005年) , 2006年上升为第 4位(见表 2)。上述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

资不包括在石油天然气和金融业的投资。事实上,中国在印尼石油天然气和金融业的投资占据非

常重要的地位, 其投资额远远超过其他投资。据统计, 中国在印尼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 12亿美元,

在石油天然气和矿业方面的总投资达到 20亿美元[ 3] [ 4] ,能源合作成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新的增长

点。

表 1 中国吸引印尼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中国引进印尼直接投资
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
印尼吸收中国直接投资

实际额 累计投资额 实际额 累计额 项目数 实际投资额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1- 8月

111. 63

93. 54

79. 98

68. 97

129. 17

146. 94

159. 64

121. 64

150. 13

104. 52

86. 76

100. 68

33. 13

-  

-  

-  

-  

-  

-  

-  

-  

1 269

1 373

1 460

1 561

-  

-  

-  

-  

-  

-  

-  

-  

-  

26. 80

61. 96

11. 84

56. 94

-  

-  

-  

-  

-  

-  

-  

-  

-  

54. 26

121. 76

140. 93

225. 51

-  

-  

-  

40

44

66

-  

40

5

12

6

11

11

14

-  

-  

6 054. 5

46. 6

264. 0

-  

6 054. 5

6. 0

83. 2

8. 1

37. 3

31. 5

18. 7

  注: 2003年中国第一次对外公布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 中国引进印尼直接投资数据来自5中国商务年鉴6 (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6 )有关各年; 中国

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数据来自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6 ( 2006 年) ;印尼吸收的中国直接投

资数据来自印尼投资协调局(不包括金融、石油天然气投资) http: / / www. bkpm. go. id/ bkpm/ file-

fact/T able-017A. x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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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3- 2006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国家
流量 存量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3 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柬埔寨

老挝

缅甸

菲律宾

文莱

- 321

1 275

5 731

197

2 680

2 195

80

95

-

-

4 798

1 685

2 343

812

6 196

2 952

356

409

5

-

2 033

2 077

477

5 672

1 184

515

2 058

1 154

451

150

13 215

4 352

1 584

751

5 694

981

4 804

1 264

930

-

16 483

2 873

15 077

10 066

5 426

5 949

911

1 022

875

13

23 309

16 032

18 188

12 324

12 175

8 989

1 542

2 018

980

13

32 548

22 918

21 918

18 683

14 093

7 684

3 287

2 359

1 935

190

46 801

25 363

23 267

19 696

22 551

10 366

9 607

16 312

2 185

190

合计 11 935 19 556 15 771 33 575 58 695 95 570 125 615 176 33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5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6和5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6的

数据编制。

二、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领域和方式

中国对印尼的直接投资涉及能源、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

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方面,并采取并购、BOT、投资设厂等投资方式。

在能源领域,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主要通过并购方式进行。中国自从 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以来,主要靠贸易方式进口石油,这一获取能源的方式受到国际市场上油价的严重影响。随着近年

国际市场上油价一路攀升,中国石油的进口成本也越来越大。2004年中国进口原油 1. 23亿吨,比

2003年增加 34. 8% ,用于进口原油的支出, 2004年为 312亿美元, 2003 年为 186亿美元, 同比增加

了68. 0%。鉴于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内能源现状, 我国开始走能源国际化、多元化道路。在鼓励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 中国的石油部门成为中国/走出去0政策的先锋,中国的石油公司积极

投资于海外石油领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3家公司已

成为中国拓展海外石油市场的/主力军0。印尼因其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地理上的邻近成为中国实施

石油国际化、多元化战略的目标地。中国对印尼能源的投资在不断扩大。早在 1994年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就购买了美国ARCO公司在马六甲区块的部分股权, 这是自 1990年中印尼双方恢复建交

以来中国石油公司首次在印尼投资石油领域。2002 年 1 月中海油购买了西班牙最大油气公司

REPSOL-YDF 在印尼9家公司 5个区块的油气开发权,总价为 5. 85亿美元,中海油这一跨国资产并

购行为使其一举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作业公司,将为其带来每年 4 000万桶、约 500万吨石油

的份额。2002年4月,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美国德丰公司在

印尼的 6块油田, 总价值 2. 16亿美元,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印尼的能源投资规模。2003年 4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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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联手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收购了赫斯印尼控股公司( AHIH) ,整个收购耗资 1. 64亿美元,双

方各占一半股份。2005年 7月,随着印尼总统苏西诺访问中国期间,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与印尼国有石油公司 Petamina签署联合兴建东爪哇杜班炼油厂的协议,总投资约为 10亿美元,日

产15万到 20万桶石油。至此,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在印尼石油部门的投资额已经超过了 10亿美

元。

2002年 9月,中海油以 2. 75亿美元购入英国石油公司在印尼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东固气田

的12. 5%的权益; 2004年 2月,中海油又以 9 81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英国 BG公司在印尼Mu-

turi产品分成合同中拥有权益中的 20. 77% ,使中海油成为Muturi公司最大的股东,其股份从44. 0%

增加到 64. 77% ,由此,中海油在巴布亚东固天然气厂的股份也从 12. 5%上升到 16. 96%。[ 5]与此同

时, 2002年 9月, 中海油与英国石油公司( BPPLC)、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在雅加达正式

签署了福建LNG销售与购买协议( SPA) : 即从印尼巴布亚省的东固( Tangguh)油田向中国福建沿海

地区供应天然气,此项业务合同期为 25年,合同价值 85亿美元,计划于 2007年起, 每年向中国福

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提供 260万吨液化天然气。中国在印尼的天然气项目不仅向中国国内供

应天然气, 还直接销售给印尼当地的企业。2004年 12月,中海油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签署天然气

销售协议, 从 2006年到 2018年,中海油将从拥有 65. 3%权益并任作业者的印尼东南苏门答腊海上

产品分成合同区每天供应 800亿 BTU的天然气到位于西爪哇的 Cilegon电厂,该项目是印尼东南苏

门答腊产品分成合同区第一个商业性供气项目,将为有效开发利用印尼天然气资源做出贡献,目前

该项目的一期、二期工程已建成投产供气。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主要采取 BOT 和出口信贷方式进行投资。中国企业积极

参与印尼的基础建设,中国政府也给予资金支持, 先后为印尼提供了共 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电站、

大桥、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近些年,中国通过直接投资、BOT 和提供信贷等方式参与印尼的基础

设施建设, 并取得良好成效。( 1)在交通设施方面, 双方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交通合作项目是泗水 )
马都拉大桥。该桥由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和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组成联营体承建,合同

价为 1. 9亿美元,其中中方提供出口 1. 62亿美元买方信贷。2004年 7月已经开始建设大桥主桥和

引桥工程项目。泗水 ) 马都拉大桥海峡部分长 5 438米,连接爪哇岛泗水市和马都拉岛的道路长

18. 5公里,设计中的主桥结构为双向 4车道斜拉桥, 建成后将是印尼第一大桥。泗水 ) 马都拉大
桥是中印尼两国在大型交通基建领域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标志性工程, 它不仅可以带动中国工程设

计和施工技术的输出,以及建筑材料、设备的出口,同时由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和中国港湾建设

(集团)总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代表着我国大跨径公路桥梁设计和施工领域的最强实力,这有助于展

示我国大跨径桥梁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并提升中国交通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除该项

目外,两国计划合作的另外一个特大交通项目是总造价为 160亿美元苏门答腊岛南北大铁路, 由于

资金的缺乏,印尼方面计划采用易货贸易方式与中国合作修建, 以印尼农产品, 如棕榈油等换抵中

方的建设物资和费用。中国还为格罗亚 ) 井里汶( Kroya-Cirebon)双轨大桥提供 2. 2亿美元输出贷

款。[ 6] ( 2)在电力设施方面, 电站是中国投资较多的项目。其一是由中国企业首次以 BOOT 方式承

建并已发电的印尼南苏门答腊省会巨港电站(又称苏南电站)。该电站项目使用燃气轮机和蒸汽机

联合循环发电, 建设计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拟定。由于金融危机及印尼政局动荡等因素,

最初投资巨港电站的美国财团宣布退出,原业主印尼AGP 公司难以为继。这时,中国化学工程总

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成达工程公司经过研究,收购了 AGP 公司, 并采用国际流行的 BOOT(建设 )

拥有 ) 运营 ) 转让)投资方式进行建设。中国公司承包工程一般采用 EPC 模式 (设计、采购、施

工) ,但是国际承包市场上却流行 BOOT 方式(建设、拥有、运营、转让 4个英文词的缩写) ,其优点是

节省工期, 降低成本,但对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要求很高, 以往只有国际大型工程公司才敢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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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港电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 BOOT 方式承建的境外电力工程项目, 从 2003年 9月打下第一个桩到

2004年8月 31日并网发电,巨港电站的建设只用了 11 个月时间。该项目得以顺利建成还得益于

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贷款约 1亿美元,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该项目

签发了其成立后第一笔海外投资保险单。该电站的建成为中国企业在印尼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成

了中国企业在印尼承接工程的样板。其二是中国迄今在印尼承建的最大项目芝拉扎电站。由中国

成达工程公司承建的芝拉扎 2 @ 30万千瓦电站于 2003年12月 29日在印尼中爪哇省芝拉扎市正式

动工。该项目业主 PT. SUMBER SEGARA PRIMADAYA是印尼国电公司( PLN)下属子公司, 芝拉扎

燃煤电站建成后将极大改善中爪哇电力紧缺状况。芝拉扎电站项目总价达 5. 1亿美元, 是中国迄

今在印尼承建的最大项目,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在工程承包方面的合作进入建设大型项目的新阶段,

表明在开拓印尼承包工程市场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三是印尼北苏风港 2 @ 11. 5万千瓦燃煤电

站。该电站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承包,总投资近 2亿美元, 是 2002年中国政府授予印

尼政府 4亿美元优惠贷款项下的第一个贸易项目。风港电站 2005年 3月开始建设,预计将于 2008

年初建成。工程建成后将具备 2 @ 11. 5万千瓦时的发电能力,为整个北苏门达腊省和亚齐省供电。

( 3)在通信方面, 目前进军印尼通信市场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华为公司和大显通信公司。中国华为公

司于 2000年在印尼设立代表处, 2004年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印尼华为通讯公司。华为公司主要向

印尼公司提供技术, 如印尼CDMA运营商 Mobilsel与华为公司合作的 CDMA网络已经正式投入商

用。在该项目中,华为公司提供了 CDMA全套移动网络解决方案, 包括核心交换系统、无线接入基

站系统、网络管理系统及系列终端,并在全岛快速开通了 CDMA业务,运营商Mobilsel对华为 CDMA

系统的各项指标均表示满意。该通信项目的成功也为国内其他通信企业进入印尼通信市场打下良

好基础。2004年 5月华为还凭借 NE系列高端路由器设备强大的业务支持能力以及电信级的设备

稳定性、良好的性能价格比,独家中标印尼移动运营商 ExcelcomMPLS骨干网路由器项目。大显通

信公司则是把产品出口通讯市场。2004年1月, 大显通信公司成功地将其 CDMA产品出口到印尼,

初期出口即完成 1 0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

在制造业领域, 中国投资已经涉足摩托车、家电、汽车、钢铁、纺织与制鞋等,主要采取直接投资

设厂方式进行。2000年以来,嘉陵、钱江、立帆、建设、南京金城、济南轻骑、重庆隆鑫、天津福士达

等中国主要的摩托车生产厂都在印尼合作建厂;海尔、长虹、康加、小鸭、海信、春兰等国内家电生产

厂也在印尼合资建厂;中国的吉利和奇瑞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印尼开设装配厂。

在渔业领域,中国渔业公司已经开始在印尼投资, 建立渔业加工厂和建造渔船。有中国 9家企

业财团在印尼投资 8亿美元,建立鱼加工厂和捕鱼船队。中国在印尼投资的 8亿美元主要分布于:

马老奇(Marauke) 2亿美元、德纳德( Ternate) 3亿美元、杜亚儿( Tual) 3亿美元。其中,大连长海渔业

公司于 2005年收购印尼材源帝集团( Djayanti Group)属下 PT Daya Guna Samudra 的渔产公司, 在印

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的亚儿(Tual)、巴布亚的比亚克( Biak)、北苏拉威西的比栋( Bitung)兴建鱼产加工

厂。[ 7] 2006年 10月, 福建远洋渔业集团与印尼 AG集团签订福建- 印尼远洋渔业合作项目, 共同投

资2 000万美元在印尼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占 50%股份,计划在印尼建立远洋渔业基地, 组建 300

艘渔船规模的渔业捕捞船队, 从事渔业捕捞、加工、销售及渔船补给等业务。[ 8]

三、中国在印尼投资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外资吸收大国的同时,也开始对外投资。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对

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印尼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不断增加。中国

在印尼投资有着十分有利的因素和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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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一方面扩大对资源的需求, 如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森林和渔业资

源等。另一方面,国内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部分产业向外转移,特别是制造业,如家用电器、纺织,一

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备对外投资能力, 如机械设备、电子通讯。从 2002年提出/ 走出去0战略

以来,中国已基本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系及管理制度, 以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去0。政
府为推动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在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宏观监控体系等方面制订并采取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比如, 在支持/走出去0战略的政策体系上,国家已经制订了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加

工贸易类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并出台了支持中国企业带资承包国外工程的政

策;在支持/走出去0战略的服务体系上,中国正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介中

国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并且通过多种途径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市场状况及

企业资信等信息。此外, 中国还通过改革对外投资审批制度,减少环节、简化程序,实行网上申报与

核准,放开了企业申报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经营权的所有制限制。目前中国有多家商业银行

已经开发各种支持企业/走出去0的金融产品,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

等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提供贷款、担保、保险等金融服务。

2005年 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 并签署5联合宣言6, 宣布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深化两国在各国领域的战略合作。两国的合作机制不断健全, 已经建立了双边经贸联委

会、能源论坛、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等, 为扩大两国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和制度保

证。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相互投资的扩大。根据 2002年 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

的5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6,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

还包括投资和经济合作。目前,中国与东盟已经就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成协议, 并签署了5货物
贸易协议6和5服务贸易协议6, 投资协议也将很快签署。印尼国内经济基本恢复, 宏观经济和政治

趋于稳定,对吸引中国投资创造了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印尼政府也希望中国企业增加对印尼的投

资,积极参与印尼的电力、交通通讯、制造业等的建设。

与此同时, 中国在印尼投资也面临来自自身和印尼方面的挑战。例如,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间

不长,经验不足,特别是对印尼的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了解不深;中国企业还不够强大,跨国企业不

多,对外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还缺乏大举对外投资的能力;印尼国内存在的法制不健全、

腐败、行政效率不高、劳工法及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不发达将阻碍中国在印尼投资的快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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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挝、柬埔寨的大量华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居住地, 以难民身份流落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美国。

从有关资料来看,在美国的印支华人也分散在各个州,大多数集中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印支华

人又以南加州为最。印支华人在美国的这一地理分布, 在所有在美族裔中是很典型的。而了解这

一布局的来龙去脉, 是了解美国印支华人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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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dochinese Refugee Placement by USA

and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after the Vietnam War

GAO We-i nong

(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fugee tide from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in

1975. T he U. S. accepted them out of the need for realistic benefit and the principle of humanitarianism. After an experience in

the collecting posts for refugees, the first group of refugees were helped settle down in different residence places, who, together

with the refugees coming later, successively re- immigr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family reunion, / disper-

sal policy0 of the government and moving to the high welfare locations, thereby , a sketchy chart o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

dochinese refug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k shap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unbalanced and high- centralized mode.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Indochinese refugees, placeme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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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China. s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LIN Mei

(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China. 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be-

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There will emerge a tendency that Indonesia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arget countries of China. s

outward investments and China. 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will increase year by year. China. 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flow mostly into areas such as energy , mining,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e in the form of merger, BOT and estab-

lishing factories. China. s outward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will be enlarged with the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though they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Key words: China. s outward investment,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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