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总统外访“首站”为啥选定中国

文 /  丁工

2024年11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事实上，2024

年4月普拉博沃当选总统后，第一时间

就首访中国。如今正式就任总统后再

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这些“第一”

既反映了印尼政府对两国关系的高度

重视，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

略性。印尼新总统两度首访选定中国

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印尼外交战略的长

远考量。目前，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

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

额达1394.2亿美元 ；中国成为仅次于

新加坡的印尼第二大投资来源国，印尼

也成为中国在东盟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特别是印尼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大家

庭的成员后，又给双方在更高层次上激

发合作潜力和释放活力，实施错位对接

和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机制平台

和政策空间。同时，印尼寻求在国际舞

台上更好地发挥中等强国作用，也给双

方开拓合作新方向提供了新机遇。

“一带一路”推动中印尼合作迈上更
高台阶

印尼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特

殊的地位，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

伴和理想对象，习近平主席提出“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之地就选择印

尼。印尼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

应者和热情参与者，高度赞赏中国和印

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对“一带

一路”建设提质增效抱有更高需求和期

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印

尼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在经贸投

资、教育、农业、科技、人文和数字经

济等各领域交流持续深入，“雅万高铁”

更是成为中国和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合作硕果和缩影。作为中国和

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

“雅万高铁”的成功备受瞩目。4月17

日，“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满半年，

客流持续增长，累计发送旅客256万人

次。当前，中国和印尼都处于国家发展

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拐点，两国互为双方

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朋友圈为双方合作找到了新的契合点

和对接点。

中国和印尼虽然同为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中国生活和消费

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结构的提质升级

和产能合作战略的实施，推动两国在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中处于

不同的位置，这使中国和印尼产业结构

的互补性、耦合性更高。2023年，中国

和印尼双边贸易额继续冲高，其中原矿

等原材料贸易量减少，汽车、摩托、动

力电池原料等高附加值产品贸易量显著

上升，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方面，

中国继续成为印尼主要投资来源地，在

印尼的中资企业超1000家，涵盖能源、

通讯、电力、矿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等

诸多领域，为印尼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

遇和活力。中国和印尼依托“一带一路”

载体进行产业对接，不仅有助于推动印

尼价值链的发展和供应链的联接，让印

尼经济发展的潜能充分释放和平衡包容

增长，更有利于印尼加快工业化和农业

现代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大力度的产

业链、价值链重构，促使印尼先前积蓄

的潜能开始被充分激发和释放出来。可

见，中国和印尼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的契机，

推动双边合作提质升级，努力联手打造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

系，向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命运

共同体的更高台阶迈进。

印尼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等强国作
用需要中国支持

印 尼 拥 有2.76亿 人 口、是 世 界 人

口第四大国家，作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

体和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印尼工业门

类比较齐全，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前

列，涵盖采矿、食品加工、烟草、纺织、

机械、电子通讯、钢铁、造纸和汽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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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多个领域。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

竞争力报告就显示，印尼的经济竞争力

实现重大跨越，排名明显前移、比10年

前跃升9位，综合位次达到34位。可以

看出，印尼是一个新兴崛起的标准中等

强国，而且自佐科上台执政以来，印尼

也更加积极推进以中等强国为施政基

准的国际合作。

2013年9月，印尼联合韩国、墨西

哥、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创建中等强国

合作体（MIKTA）机制。印尼首次担任

MIKTA轮值主席国期间（2018年1月—

2019年2月），重点关注和平与安全问

题、缅甸局势以及创意经济等问题，分

享治国理政经验、国际金融危机反思、

周边区域治理、良政与善治、人权保障

与维护社会稳定等。2020年8月，由印

尼牵头MIKTA国家为共同提案国，力推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妇女在维和行

动中作用的第2538号决议，该决议为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奠定了基础。印

尼第二次担任MIKTA轮值主席国期间

（2023年3月— 2024年2月）举办了各种

活动，包括国家或政府首脑级别的领导

人峰会，自然灾害、人权、女性和劳动

力等相关问题的工作组会议，以及在各

种国际论坛上以整体形象发表10多份

联合声明。除官方会议与合作机制以

外，印尼相关部门和团体还开展了企业

家论坛、银行联合体、合作社论坛、智

库会议、金融论坛和工商论坛等多种

配套活动。2022年11月，在G20巴厘

岛峰会期间，印尼充分借助当届G20峰

会东道主之利，在会议间隙促成首届

MIKTA领导人峰会，成为MIKTA发展进

程中的历史性时刻。2023年9月，在新

德里G20峰会期间，作为当届MIKTA主

席国印尼召集并主持了MIKTA第一次领

导人正式会晤。

印尼强调以中等强国定位参与国

际事务和开展对外合作，更加希望实现

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

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保持市场开放和

强化现有国际规则，并多次反对设置歧

视性、排他性规则，重申了支持对世界

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以改进其功能。

近年，世界经济通胀紧缩、国际贸易投

资下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进

一步刺激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

给国际关系秩序和国际战略环境增添

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也给全

球多边秩序和国际贸易体制带来严重

的冲击和破坏。事实上，中国和印尼都

高度依赖并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生态

和多边主义的规则体系，双方在维护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世界多极化和

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达成开放的、包

容的、基于规则的贸易投资安排方面存

在利益契合点和共鸣点，是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的良好伙伴。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发展方

向，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

定支持者，这使中国和中等强国在维护

多边秩序方面具有共同话题和相近立

场。应该说，印尼归根到底是起始于东

亚地区，自然离不开与其同处东亚、主

要大国的支持与配合。中国作为大国

与作为印尼的中等强国没有结构性竞

争关系，双方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

中又存在相近立场，这有利于印尼获得

中国支持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等强

国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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