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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全球南方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佐科政府提出 “超
越万隆精神” 的理念， 积极推动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 并提升印尼在

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 印尼与非洲国家拥有深厚的传统友谊， 双方在自

然资源方面的禀赋也非常优越。 新时代， 在自由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

下， 印尼与非洲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深化合作。 然而， 印尼在对非经济

外交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 包括对非知识赤字、 缺乏战略性的政策指引

以及外交资源分配不平衡等， 这将阻碍印尼与非洲合作走深走实。 对

此， 印尼政府着重打造印尼—非洲论坛， 以此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主要抓

手； 同非洲国家参与以印度洋区域为主的多边合作， 拓展双方合作的宽

度与广度； 并计划与第三国在非洲市场开展合作， 以弥补自身能力不

足。 印尼不断完善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框架， 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新合

作典范的同时， 不断增强印尼的外交自信与影响力， 为塑造其全球南方

重要角色甚至领导角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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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全球南方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的战略价值为世界大国所关注， 尤其是

在乌克兰危机之后， 全球南方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对象。 全球南方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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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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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亚洲、 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广大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① 然而， 随着国际形势

变化， 全球南方的内涵也发生改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全球南方国家

纳入其战略框架， 并对其概念内核进行扭曲， 以实现 “分而治之”， 从而破坏全

球南方的团结， 明显带有地缘政治的考量。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ｕｂｂ） 曾提出， 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 “全球西方” “全球南方” 以

及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构成的 “全球东方” 之间的权力博弈所决定。 这种试

图将中国与全球南方相剥离的看法， 在西方战略界颇具代表性。②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印度积极拓展与非洲及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 力图通过外交途径建立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２０２３
年， 印度主办了两场 “全球南方国家之声” 峰会， 并在担任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轮值主席国期间， 积极推动非洲联盟的加入， 这些举措表明印度试图提升其设置

全球南方议题的努力。 然而， 印度一方面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 另一方面却

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国家之外， 未邀请中国参与 “全球南方国家之声”
峰会。 印度企图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引领全球南方的做法， 可能导致地区合

作分裂， 削弱全球南方的整体凝聚力。
与印度的做法明显不同， 印尼采取非排他性做法， 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扮演更

加积极的角色。 作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亚洲和大洋洲的重要交通枢纽， 印尼

扼守的马六甲海峡， 地处国际航运的咽喉地带， 被称为海上生命线。 这一独特的

地理位置不仅赋予印尼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意义， 而且确立了印尼在全球南方不可

或缺的地位。 近年来， 印尼积极发挥其地缘优势， 借助经济平稳向上增长的态

势， 充分挖掘万隆会议的时代价值， 深化同亚非国家的友谊。 在全球南方舞台

上， 印尼的表现日渐活跃， 并作出诸多建设性贡献。
自佐科总统执政以来， 印尼延续了万隆会议精神， 积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

贸合作， 并将非洲视为提升印尼在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重要着力点。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印尼总统佐科首次对非洲国家进行国事访问， 他先后访问南非、 肯尼亚、 坦

桑尼亚和莫桑比克。③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印尼在巴厘岛举办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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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建伟： 《美国战略学术界对 “全球南方” 的认知与辩论》，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８ 页。
赵明昊： 《 “全球南方” “全球东方” 与中美博弈》， 中美聚焦网，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２３０８２２ ／ ４２９３１.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ｅｐｕｔｙ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Ｆ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ｔｋａｂ. ｇｏ. ｉｄ ／ ｅ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ｊｏｋｏｗｉ － ｔｏ － ｖｉｓｉｔ － ｆｏｕ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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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ＩＡＦ）， 双方在论坛期间达成总额为 ３５ 亿美元的合作

协议。① 这不仅标志着印尼与非洲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也是印尼在全球南方中迈

向领导角色的一个重要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 与亚非会议后印尼同非洲国家之间

稳定的政治交往相比， 双方经贸合作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佐科政府上台后， 印

尼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才得以重启， 并逐步实现加速发展。
在全球南方视角下，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不仅在现实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前沿性。 本文将从印尼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基

础、 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三个方面， 探讨其合作的可持续性以及印尼

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的角色。

印尼与非洲经贸合作的基础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之后，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 但坚实的政治互

信并未带动彼此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印尼政府才开始着手拓展

非洲市场。② 在全球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面对美洲及欧洲传统市场经济

放缓、 国际局势动荡以及疫情冲击， 为防止国内经济疲软， 印尼将注意力逐渐转

向非洲市场。 印尼贸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年印尼与 ５４ 个非洲国家之间的

双边贸易额累计达 １７４ 亿美元。③ 然而， 同印尼和新加坡之间高达 ３３８ 亿美元的

双边贸易额相比， 印尼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 印尼

与非洲国家之间拥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与较高的合作意愿， 在南南合作框架

下， 随着万隆精神的再度振兴， 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和积极友好的外交互动， 均

为印尼与非洲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提供了持久动力。

（一） 万隆精神的激励引导作用

万隆会议之后， 印尼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团结、
友谊、 合作” 的万隆精神不仅成为双方互动的基本原则， 也为印尼与非洲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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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 Ｏｐｅｎｓ ２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 ＩＡＦ） ｉｎ Ｂａｌｉ，”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ｔｋａｂ. ｇｏ. ｉｄ ／ ｅ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ｊｏｋｏｗｉ － ｏｐｅｎｓ －
２ｎｄ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ｆｏｒｕｍ － ｉａｆ － ｉｎ － ｂａｌｉ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Ｋｒｉｓｔａｎｔｙｏ Ｗｉｓｎｕｂｒｏｔｏ，“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ＧＯ. Ｉ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ｇｏ. ｉｄ ／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７４２１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ｉｍｓ － ｆｏｒ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ｍａｒｋｅｔ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ｏｕｔｈ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 ＝ 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２，２０２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Ｓ. ａｓｐｘ？ ｎｖｐｍ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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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亚非国家深陷冷战与殖民统治的双重困境， 为摆脱殖民主

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增进各国友好合作， 并争取世界和平， 印尼等五个国家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联合发起召开了万隆会议。 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

加的情况下， 独立自主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吸引了 ２９ 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参会， 其中包括 ２３ 个亚洲国家 （地区） 和 ６ 个非洲国家 （地区）。① 会

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围绕和平与安全、 第三世界在冷战秩序中的作用以及争

取亚非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利益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会

议进一步提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这成为万隆精神的核心。② 在冷战日益紧张的

背景下， 亚非国家倡导遵循万隆精神， 奉行政治中立， 不选边站队， 并于 １９６１
年发起不结盟运动。 随着去殖民化浪潮高涨以及不结盟运动开展， 在万隆会议召

开后的十年间， 有 ３０ 个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并走上自主发展道路， “万隆精神”
因此获得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认同和支持。

作为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 印尼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担任不结盟运

动主席国期间， 积极发挥领导作用， 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合作的重

要性， 致力于提升亚洲与非洲国家之间合作的水平。 ２００５ 年， 为纪念万隆会议

５０ 周年， 亚非峰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 会议提出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 （ＮＡＡＳＰ）， 以深化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 应对后万隆会议时代亚非国家面临

的发展困境。③ 这一举措是在亚非国家纷纷独立但面临发展挑战的背景下， 对万

隆精神的一次重新诠释与拓展。 南非和印尼是 ＮＡＡＳＰ 的主要推动者， 自 ２００５ 年

起担任联合主席， 双方共同致力于强化亚非合作关系。 在主席任期内， 印尼与非

洲国家积极探索合作路径， 并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间， 印

尼成功实施了 ２６ 个合作项目， 涵盖亚非环境规划、 遗址保护、 农业技术援助、

·６·

①
②

③

万隆会议由印度尼西亚、 印度、 巴基斯坦、 缅甸和斯里兰卡五国发起。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１. 尊重基本人权、 尊重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２. 尊重一切
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３. 承认一切种族平等、 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 ４. 不过问或干
涉他国内政； ５. 尊重每一国家按照 《联合国宪章》 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６. 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
加压力； ７.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 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
立； ８. 按照 《联合国宪章》， 通过谈判、 调停、 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手段以及有关方
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手段来解决一切国际纠纷； ９. 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１０. 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Ｄｏｒｉｇｎé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ｉｆｔ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４，Ｎｏ. ３，２０２１，ｐｐ. ３６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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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学交流等方面。① 这些项目顺利推进， 为践行万隆精神提供了

宝贵经验和具体案例。
长期以来， 亚非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形式， 不断拓展万隆精神的外延，

丰富其内涵。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以 “加强

南南合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为主题， 为亚非合作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习近

平主席在讲话中提道： “万隆精神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

神， 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②

万隆会议后， 印尼与非洲国家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支持与合作关系，③ 万隆

精神更是联结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 印尼积极推动与非洲国家在南南合

作、 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印尼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 （Ｒｅｔｎｏ Ｌｅｓｔａｒｉ Ｐｒｉａｎｓａｒｉ Ｍａｒｓｕｄｉ） 提出 “超
越万隆精神” 的概念。 她强调， 万隆精神不仅是合作的指引， 更是释放印尼与非

洲国家经济合作潜力的基石。 蕾特诺指出， “万隆精神可能无法定义我们未来的

合作， 但是它能够而且必须激励印尼和非洲国家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④

在万隆精神的指引下， 印尼与非洲国家将继续深化合作， 拓展合作领域， 共同应

对发展挑战， 促进全球南方的和平与繁荣。

（二） “自由积极” 外交政策推动

一直以来， 印尼在同非洲国家交往的过程中， 始终奉行 “自由积极” 外交

政策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这一政策的基本准则是： 维护国家利

益， 不与世界大国结盟， 倡导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努力避免被大国政治所左右。
印尼开国元勋穆罕默德·哈达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ｔｔａ） 曾形象地描述这一政策， 他说

“ （印尼） 长期以来一直寻求 ‘在大礁之间划船’， 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维护自身

·７·

①

②

③

④

“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ＮＡＡＳ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ｕｌｙ ２３，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ｐｏｒｔａｌ ／ ｅｎ ／ ｒｅａｄ ／ １６５ ／ ｈａｌａｍａｎ＿ｌｉｓｔ ＿
ｌａｉｎｎｙａ ／ ｎｅｗ －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ｎａａｓ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７，２０２４.
习近平： 《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 载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２１８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Ｄｏｒｉｇｎé －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ｉｆｔ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４，Ｎｏ. ３，２０２１，ｐｐ. ３６ － ４６.
Ｒｅｔｎｏ Ｌ. Ｐ. Ｍａｒｓｕｄｉ，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６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ｎ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ｂｅｙｏｎｄ － ｔｈｅ － ｂａｎｄｕｎｇ － ｓｐｉｒｉｔ.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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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不受到大国影响。”① 虽然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所不同， 但印尼总

体上始终遵循 “自由积极” 的外交准则。 这意味着， 在对外互动中， 印尼始终

力图避免卷入大国之间的竞争， 同时寻找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②

印尼与非洲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牢固的政治互信基础， 也在经济领域蕴

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自佐科总统执政以来， 印尼将非洲视为外交优先事项， 并

逐步将外交重心转向经贸合作。 此举是印尼在国家利益考量下的必然选择， 也是

对非洲大陆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意义的积极响应。
目前， 印尼已与 ５４ 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 ４６ 个国家和中东北非 （ＭＥＮＡ） ８ 个国家。③ 高层互访成为双方巩固关系的重

要途径， 也被视为双边友好关系的缩影。 印尼与南非保持着首脑互访的外交传

统， 双方建立起友好互信的政治关系， 成为亚非跨区域外交的典范。 １９９４ 年，
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在上任后不久便访问印尼， 三年后又进行第二次国事访

问。 而印尼方面， 包括国父苏哈托在内共有 ５ 位总统先后到访南非。④ 此外， 印

尼与尼日利亚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互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 双方领导人进行了 ４
次高层互访， 为两国关系持续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⑤

在国际组织中， 印尼与非洲国家一直相互支持。⑥ 为了帮助刚果 （金） 人民

摆脱战乱， 印尼参与联合国派驻刚果 （金） 的维持和平部队，⑦ 这一努力得到联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Ｂｒｉａ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Ｍｅｇｈａｎ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Ｈｏｗ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ａｂｏｗ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ｈｏｗ － ｍｉｇｈｔ － ｐｒａｂｏｗｏ － ｎａｖｉｇａｔ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４.
Ｙｏｓｕａ Ｓａｕｔ Ｍａｒｕｌｉｔｕａ Ｇｕｌｔｏｍ，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Ｇ２０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 ８，Ｎｏ. ２，２０２４，
ｐｐ. １１３ － １２５.
Ｌｕｓｉａ Ｎｏｖｉｔａ Ｓａｒｉ，“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ｂｉ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ｂｉｂｉｅ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 ｉｄ ／ ｉｍ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５ｄｄ２８８６ａ０ｆ０９ｄ
ａ５４１９ｂ１４ｄ１ｂｅｆ５９ｄ３７１.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５，２０２４.
Ｂａｇｕｓ ＢＴ Ｓａｒａｇｉ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Ｂａｎｄｕ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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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２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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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ｃｏｍｅｓ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 ｆｏｒ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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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和非洲国家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肯定与感谢。 此外， 印尼能够当选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并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
也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 这反映了印尼和非洲国家之间高质量的互助互信。①

为进一步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印尼政府还主动通过外交使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例如组建以佐科总统为首的高级别对非外交团队， 其中包括统筹部长卢胡

特·潘查伊坦 （Ｌｕｈｕｔ Ｂ.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 及外交部长蕾特诺， 这些举措充分显示了印

尼对非洲的重视。 总的来说，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不仅为双方政治互

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为进一步开展基于共同利益的南南合作项目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三） 经贸合作夯实双方关系

在贸易结构上，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主要集中在初级

制成品领域。 印尼向非洲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棕榈油、 橡胶、 纸张、 纺织服装及

食品饮料等； 而非洲国家向印尼出口的则是原油、 可可豆、 棉花、 烟草、 化肥等

商品， 这表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不强。② 然而， 近年来印尼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

贸合作增长显著， 特别是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增长点。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世界各国正处于能源转型和实现温控目标的重要

阶段。 随着对铜、 镍、 钴、 石墨和稀土等新能源矿产需求的持续增加，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全球关键性能源转型矿物的需求可能增长近 ４ 倍。③ 以电动汽车为例，
其电池生产高度依赖锂、 钴、 镍等金属， 日本学者预测未来 ２０ 年内， 全球对锂

的需求将超过现今的 １２ 倍， 钴和镍的需求量将超过 ６ 倍。④ 在此背景下， 印尼

和一些非洲国家正是这些新能源矿产资源的出口大国： 非洲拥有全球 ５５％的钴、
４７. ６５％的锰、 ２１. ６％的天然石墨、 ５. ６％的镍，⑤ 特别是刚果 （金） 的钴产量居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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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Ｓａｒｉｐｕｄ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Ｍ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ＮＥ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０.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Ｖｅｅｒａｍａｌｌａ Ａｎｊａｉａｈ，“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ｓ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３，２０２４.
保罗·阿基乌米 （Ｐａｕｌ Ａｋｉｗｕｍｉ）： 《非洲应抓住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旺盛机遇， 提振经
济》， 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１２９１０６，访问日期：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Ｋｅｎｔａｒｏ Ｙａｍａｄａ， “舞台はアフリカ 激化する資源争奪戦，” ＮＨＫ，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ｎｈｋ. ｏｒ. ｊｐ ／ ｎｅｗｓ ／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３０８２１ ／ ｋ１００１４１６８９７１０００.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３，２０２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ｌｄｓ Ｋｅｙ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ＣＴＡＤ， 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ｈｏｌｄｓ － ｋｅｙ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３，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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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位， 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约 ７０％ 。① 赞比亚镍储量庞大， 而且产量有

望不断增加。 ２０２２ 年印尼超越加拿大、 俄罗斯和美国等传统镍产品出口大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镍产品出口国。② 这些资源优势为印尼与非洲发展提供了历史性

机遇， 双方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可以通过分享经验与技

术， 加强彼此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合作。
虽然印尼与非洲的出口结构都由资源型商品主导， 但在新能源矿产资源方

面， 两者具有一定互补性。 印尼大储量的镍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材料，
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拥有大规模的锂储量， 摩洛哥有磷酸盐等资源， 这些都是

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重要成分之一， 这种资源分布的差性为印尼和非洲在新能源

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 印尼和非洲都拥有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资源。 作为新兴经济

体， 印尼不但是资源出口大国， 其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矿产资源的需求也在增

大， 同时成为非洲资源出口的重要市场。 印尼正在大力发展电动车产业， 以推动

能源转型。 在此过程中， 印尼需要更多镍、 铜、 锂、 钴以及石墨等重要资源； 同

时， 石油和天然气仍是印尼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

等非洲国家则是印尼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③ 印尼和非洲丰富的资源不仅

有益于双方的贸易合作， 更是为双方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抓住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

保障。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外， 人力资源也是印尼与非洲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撑。 目

前， 印尼与非洲青年人口数量占比较大， 劳动力供给充足。 根据 ２０２３ 年印尼统

计局的数据， 印尼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２３. １８％ 。 同时， 印尼青年的整体素质稳

步提升， 几乎不存在文盲现象， 大多数青年完成了高中教育。④ 非洲则拥有全球

最年轻的人口结构， ２５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 ６０％以上。 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 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非洲年轻人数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到 ２０５０ 年， 非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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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Ｄｏｒｉｓ Ｄｏｋｕａ Ｓａｓｕ，“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ｂａｌ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２０１８，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１０５１５１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ｈａｒｅ － ｃｏｂａｌ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ｆｒｉｃａ Ｈｏｌｄｓ Ｋｅｙ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ＣＴＡＤ， Ｊｕｎｅ ５，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ｈｏｌｄｓ － ｋｅｙ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ＩＡＦ：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ｄｖ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９ ／ ｉａｆ － ａ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 ｉ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ｉｅｓ.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根据印尼法律， 青年是指 １６—３０ 岁的印尼公民。 统计数据参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２３，Ｊａｋａｒｔａ：ＢＰ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２３，ｐｐ. ｖｉｉ － ｖ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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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将从目前的 １４ 亿人增加到 ２５ 亿人， 进一步推动青年人口增长。① 为了充分

发挥人口红利的潜力， 非盟制定并逐步实施了多项青年发展政策和计划。 这些政

策包括 《非洲青年宪章》 《青年十年行动计划》 和 《马拉博青年赋权决议》 （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ｂ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Ｙｏｕｔｈ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均在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框架下

进行。②

充足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印尼与非洲国家实现产业转型的优势所在。 长期

以来，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 然而近年来随着双

方发展战略调整， 劳动力正逐步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 在非洲， 中低收入国家的

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００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０００ 多万人， 制造业就

业占比也从 ７. ２％提高到 ８. ４％ 。③ 印尼方面，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制造业从业人数约

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１４％ ， 而且制造业工人的收入超过农业部门。④ 通过努力培

养质量兼备的劳动力人才， 印尼和非洲国家不仅能为本国制造业崛起提供新动

能， 还能有效吸引国际投资，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提升减贫效率。 此外， 工业化

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 也将推动双方在更多领域的合作发展， 进一步巩固彼此的

互利关系。
然而， 尽管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 其实际收入却仅占潜在收入的 ４０％ ，

这主要受到产品附加值有限、 资源开发与治理能力不足和基础设施匮乏等因素制

约。⑤ 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 提高产品附加值， 进而充分发挥印尼与非

洲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潜力， 已成为双方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印尼与非洲经贸合作现状

佐科政府的对非外交政策之一是加强与非洲的经济联系， 希望通过多元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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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Ｙｏｕｔｈ ｗｉｌｌ Ｄｒ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ａｇｅｎｄａ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ａｆｒｉｃａ － ｙｏｕｔｈ － ｇｌｏｂａｌ － ｇｒｏｗｔｈ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Ｙｏｕ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ｙｏｕｔ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Ｈａｇｅｎ Ｋｒｕｓｅ ｅｔ ａｌ.，“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５１８８ ／ ＵＮＵ － ＷＩＤＥＲ ／ ２０２１ ／ ９６６ －
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２４.
Ｍｏｎａ Ｓｉａｈａａ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Ｊｕｌｙ ４，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ｓ ／ ９９７５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ｉ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ｔｏｐｉｃ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２４.
《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 非洲应抓住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旺盛机遇， 提振经济》， 联合国
新闻网，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１１２９１０６，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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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扩大印尼出口市场并避免合作伙伴的单一化。① 当前，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

作已拓展至农业、 环境保护、 卫生医疗、 妇女平权和民生改善等重要领域， 并在

贸易、 能源、 基础设施投资等经贸领域取得丰硕成果。②

近年来， 在 “超越万隆精神” 的指导下， 佐科政府高度重视与非洲开展经

贸合作， 并将非洲列为印尼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③ 为推进双方合作， 佐科政府

采取多项策略： 其一， 积极搭建印尼—非洲论坛， 为印尼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参

与非洲经济事务提供机会， 同时为双方政府、 商界及相关利益方搭建沟通与合作

平台； 其二， 在巩固既有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网络； 其三， 推动 “２０４５ 年黄金印尼愿景” 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有效对接，
在重点领域加大合作力度， 力求实现双方的共赢发展。

（一） 成功举办印尼—非洲论坛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首届印尼—非洲论坛在巴厘岛成功举办， 标志着印尼与非洲

国家的合作迈入新阶段。 论坛以 “发展可持续经济和投资合作” 为主题， 吸引

了来自 ４７ 个非洲国家的 ５７５ 名政府和企业代表参加。 论坛旨在将自 １９５５ 年以

来印尼与非洲国家建立的深厚政治关系与友谊转化为更紧密、 更具体的经济合

作。④ 此前， 印尼政府的 “亚洲—非洲” 多边合作模式并未转化为切实的经济

成果。 在亚洲其他大国采取 “国家—非洲” 模式的影响下，⑤ 佐科政府将印

尼—非洲合作论坛作为重要抓手， 积极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 开拓 “非传

统市场”。
首届论坛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 １０ 个领域， 包括经济外交、 基础设施合作、

能源、 农业、 技术合作、 融资便利、 数字经济、 互联互通、 战略产业合作以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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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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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ｋｏｗ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 ４，Ｎｏ. ３，２０２１，ｐｐ. ３６ － ４６.
Ａｄｈｉｔｙａ Ｈｉｍａｗａｎ ａｎｄ Ｅｒｉｃｋ Ｔａｎｊｕｎｇ， “ Ｊｏｋｏｗｉ： Ｍｅｍｂａｎｇｕｎ Ｅｋｏｎｏｍｉ Ａｆｒｉｋａ Ｈａｒｕｓ Ｔａｎｐａ
Ｍｅｒｕｓａｋ Ａｆｒｉｋａ，” Ｓｕａｒａ. ｃｏｍ，Ｍａｙ ２６，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ｕａｒａ. ｃｏｍ ／ ｂｉｓｎｉｓ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１１ ／ １３５
９０７ ／ ｊｏｋｏｗｉ － ｍｅｍｂａｎｇｕｎ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ａｆｒｉｋａ － ｈａｒｕｓ － ｔａｎｐａ － ｍｅｒｕｓａｋ － ａｆｒｉｋ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２４.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ＩＡＦ：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ａｄｖ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９ ／ ｉａｆ － ａ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 ｉ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ｉｅｓ.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３０，２０２４.
为促进与非洲国家间经贸合作， 亚洲国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便举办对非合作论坛：
１９９３ 年日本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２０００ 年中国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２００６ 年韩国主办韩国非洲论坛 （ＫＯＡＦ）， ２００８ 年印度主办印非论坛峰会 （ ＩＡＦＳ）。



全球南方视域下印度尼西亚与非洲经贸合作探析

尼海外企业的发展。① 在论坛框架下， 政府与私营部门进行了多场小组讨论， 并

举行了 ６１ 次双边会议， 为参与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此外， 论坛还组织了印尼

工业展览会， 为来自食品饮料、 手工艺品、 战略产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 ５３ 家公

司提供商业洽谈机会。 这些活动为促进印尼与非洲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指明了合

作方向。②

在印尼—非洲论坛框架下， 双方合作成果斐然。 论坛期间， 印尼与非洲国家

签署了价值 ５. ８７ 亿美元的商业协议和 １２ 项总计 １３ 亿美元的合约。③ 印尼和非洲

国家在多个重要战略领域达成合作， 为印尼国有企业 “走出去” 提供了重要机

遇。 为推进更加便利的经贸合作， 印尼与莫桑比克、 突尼斯和摩洛哥就优惠贸易

协定 （ＰＴＡ） 展开谈判， 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创造有利条件。④ 此外， 埃塞俄比亚

决定开通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直飞雅加达的航班， 作为非洲地区的航运枢纽之

一， 这一新增航班将进一步提升双方的互联互通水平。
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印尼与非洲挖掘合作潜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也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 它也对未来如何提升印尼与非

洲的合作水平、 明确合作方向、 拓宽合作领域以及扩大合作规模提出了新的

要求。
得益于第一届论坛的成功经验，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在巴厘

岛举办。 本届论坛以 “万隆精神助力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对接 ‘２０４５ 年黄金

印尼愿景’” 为主题， 突出经济转型、 能源和矿产、 粮食安全、 健康和发展合作

四大优先领域。 尽管与会的非洲国家数量有所减少， 第二届论坛仍然取得积极成

果。 论坛期间达成的合作协议总额是第一届论坛的 ６ 倍， 充分体现了双方合作潜

力的进一步释放。⑤

在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中， 仅靠历史纽带显然不足以推动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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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Ｌ３ＮｐｄＧＶｚ
Ｌ３Ｂ１ｃ２Ｆ０Ｌ０ＲｖＹ３ＶｔＺＷ５０ｃｙ９ＮＹＷｐｈｂＧＦｏＬ０ＦＬＵ０ＶＴＬ０ＦＬＵ０ＶＴＪＴＩｗＭｚＵｌＭｊＢＮＺＷｋｌＭｊＡｙＭＤＥ
５ＬｎＢｋＺｇ，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０２４.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 ＩＡＦ ） Ｇｅｂｒａｋａｎ Ｓｕｋｓｅｓ Ｋｅｍｌｕ Ｓａｓａｒ Ｐｅｌｕａｎｇ Ａｆｒｉｋａ，” Ｐｏｒｔａｌ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１９.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ＩＡＦ：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１８.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 Ｏｐｅｎｓ ２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 ＩＡＦ） ｉｎ Ｂａｌｉ，”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ｔｋａｂ. ｇｏ. ｉｄ ／ ｅ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ｊｏｋｏｗｉ － ｏｐｅｎｓ －
２ｎｄ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ｆｏｒｕｍ － ｉａｆ － ｉｎ － ｂａｌｉ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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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印尼曾通过多边机制 （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 尝试拓展与非洲国家

的经贸关系， 但是收效甚微。 相比之下， 印尼—非洲论坛无疑是一种更务实、 更

有针对性的探索。 在第二届论坛召开前， 有学者认为此次论坛将成为验证印尼非

洲战略可行性的试金石。① 两届论坛成功举办， 不仅有助于印尼更好地利用自身

资源和优势为非洲发展提供支持， 也为双方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

（二） 深化与非洲重点国家的双边合作

长期以来， 印尼与南非、 尼日利亚、 埃及、 坦桑尼亚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保

持着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 目前， 南非、 尼日利亚和埃及是印尼在非洲地区的主

要经济伙伴。 近年来， 印尼加紧与非洲国家就优惠贸易协定 （ＰＴＡ） 及双边投资

条约 （ＢＩＴ） 展开协商， 以期深化双边贸易往来并扩大合作规模。 ２０２３ 年， 印尼

外交部长蕾特诺表示， 印尼愿意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成功故事的一部分。② 这一表

态显示了印尼推动与非洲国家合作迈向更高水平的决心。
１. 与南非合作

印尼与南非的交往历史悠久， 传统友谊为两国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

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纽带。 两国曾同处荷兰殖民统治之下， 许多印尼学者、 宗教领

袖、 艺术家和皇室成员， 如谢赫·优素福 （Ｓｈｅｉｋｈ Ｙｕｓｕｆ） 等被殖民者流放至开普

敦。 通过这些人物， 印尼传统文化和伊斯兰信仰也传播到非洲大陆。 １９９４ 年， 印

尼与南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南非也成为印尼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唯一的战略伙伴。 ２０２０ 年， 南非签署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ＴＡＣ）， 承诺致力于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 这标志

着南非与东盟国家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③ ２０２３ 年， 佐科总统出访南非， 并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其间与南非就双边合作问题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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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 Ｐｅｒｔｅｍｕ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ｓｕ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 － ２ Ｓｅｃａｒ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ｐｏｒｔａｌ ／ ｉｄ ／ ｒｅａ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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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印尼与南非的经贸合作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 双

边贸易总额增长率达 ４１. ７％ 。① 然而， 自 ２０１８ 年起， 由于印尼对南非主要出口

产品毛棕榈油商品价值下降， 以及从南非进口的钢铁价格和需求量上升， 印尼对

南非出口贸易额一直处于赤字状态。 从贸易种类来看， 双边贸易主要以农产品及

自然资源产品为主。 印尼主要向南非出口棕榈油、 机动车辆、 橡胶、 鞋类、 轮胎

和纸张； 而南非主要向印尼出口铁合金、 矿石产品、 化学木浆、 黑色金属废料、
铝、 水果和机械设备。② 近年来， 印尼与非洲在农业领域加强合作。 为应对国内

牛肉价格上涨及大豆需求增加， ２０２３ 年印尼政府宣布将从南非进口 ５ 万头牛和

３０ 万吨大豆， 以扩大双边农业贸易。③

在战略产业领域， 印尼国有企业与南非已达成多项合作。 ２０１７ 年， 印尼陆

军工业公司 （ＰＴ Ｐｉｎｄａｄ） 向南非出售其标志性的 Ａｎｏａ ６ｘ６ 装甲运兵车， 位于泗

水的印尼国营造船厂 （ＰＴ ＰＡＬ） 向南非推广出售 ＫＣＲ － ６０ 快速导弹舰。 另外，
印尼航空航天局 （ＰＴ Ｄｉｒｇａｎｔａｒ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也加紧与南非就合作事宜进行积极

磋商。④

南非作为非洲主要的经济贸易中心， 是印尼进入非洲市场的重要起点， 而印

尼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深化印尼与南非的经贸合作， 不仅有助于双方

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还能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 为两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

机会。
２. 与尼日利亚合作

尼日利亚是印尼在非洲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１９６５ 年， 印尼与尼日利亚

建交， １９７６ 年尼日利亚成为首个在雅加达设立常驻使团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与互利共赢的原则， 不断深化合作。 ２００１ 年，
两国签署 《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并建立联合委员会， 以优化和完善双边合作

机制。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尼日利亚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 （ＥＦＣＣ） 与印尼反腐败委

员会 （ＫＰＫ） 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 强调双方将在天然气、 贸易、 投资、 农业和

打击非法毒品等领域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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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印尼与尼日利亚经贸合作增长迅速。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 双边贸易总

额增长率达 ３０. ５％ 。① 尼日利亚是印尼主要的石油进口国， 石油贸易占双边贸易

总额的比重较大。 ２０２３ 年， 印尼与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 ４４ 亿美元， 其中

印尼从尼日利亚进口石油额达 ３８ 亿美元， 占总贸易额的 ８６. ３％ 。② 除石油外，
双边货物贸易以初级加工品为主。 尼日利亚主要向印尼出口可可、 生姜、 铝矿及

锌矿等产品， 印尼向尼日利亚出口产品以棕榈油、 纸制品、 药品、 汽车零部件、
肥皂和电子产品等为主。 在企业合作方面， 已有超过 １５ 家印尼企业在尼日利亚

开拓市场。 其中， 印尼食品巨头企业 Ｉｎｄｏｆｏｏｄ 建成非洲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工厂，
并成为尼日利亚最大的出口商之一。 另外， 印尼化工企业 Ｓａｙａｐ Ｍａｓ Ｕｔａｍａ 和制

药企业 Ｋａｌｂｅ Ｆａｒｍａ Ｔｂｋ 也已在尼日利亚站稳脚跟。
随着印尼与尼日利亚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 两国在非对称经济结构中的

互补性优势与合作潜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随着双边利好政策出台及合作项目落

实， 印尼与尼日利亚的经贸关系有望实现跨越式提升。
３. 与埃及合作

埃及是第一个承认印尼独立的阿拉伯非洲国家。 自 １９４７ 年建交起， 埃及与

印尼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 印尼也将埃及视为通往

非洲的门户，③ 这一战略视角为两国关系深化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穆斯林人口

占多数的国家， 印尼与埃及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中携手合作， 致力于维

护并促进共同利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埃及总统塞西应邀访问印尼， 出席万隆会议

６０ 周年和亚非新战略伙伴关系 １０ 周年纪念活动， 对印尼在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

动中所作的贡献表示赞扬。④

文化交流是增进印尼与埃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

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尼学生从事伊斯兰研究的首选目的地。 通过参与交流项

目， 这些学生成为印尼与埃及文化与友谊的宣传大使， 为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密

·６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ｙ’ 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２９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０３９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ｄａｙ０３９ － ｎｉｇｅｒｉ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５，２０２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ｏｔａｌ 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ｔａ. ｓｉｓ. ｇｏｖ. ｅｇ ／
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５，２０２４.
“Ｅｇｙｐｔ’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Ｍａｒｃｈ ４，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５０７２３１３３８５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ｅ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Ａｓ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Ｎｅｗｓ ／ Ｐａｇｅｓ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
ｃｅ ＝ ６７８１９２１ｆ － ３９９３ － ４４４ａ － ８５９ｅ － ｅｅ２６ｃｅ８５１ｄｅ８＆ｎｅｗｓＩＤ ＝ ｂ８１ｃ８ｂｆｃ － ｃａｅ６ － ４６ｆｆ － ９ｅｆｂ －
ｄ４６ｄ９０８７０２３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５，２０２４.



全球南方视域下印度尼西亚与非洲经贸合作探析

切联系作出了积极贡献。①

在经济合作方面， 埃及并非印尼的传统贸易伙伴， 但是近年来印尼将其视为

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潜在的出口市场。② ２０２３ 年， 两国贸易额达 １５.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间贸易额增长了 ８. ６５％ 。③ 两国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农产

品成为双方贸易的主要商品。 印尼主要向埃及出口棕榈油、 咖啡豆、 木纤维板、
汽车轮胎和纱线， 埃及主要向印尼出口磷酸盐、 枣、 柑橘、 糖蜜和橄榄油。④ 这

种互补的贸易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
在投资方面， ２０２３ 年埃及对印尼投资总额为 １２５ 万美元， 涉及工业、 建筑

业、 电信及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共 １１４ 个投资项目， 与 ２０２２ 年相比， 投资增长

率高达 ２４４％ 。⑤ 同年 ５ 月， 两国贸易部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旨在建立一

个联合贸易委员会， 帮助印尼与非洲私营企业搭建贸易合作平台。⑥

此外， 印尼还积极发展与其他非洲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 例如，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印尼和几内亚签署了航空合作意向书， 这是两国在航空领域合作的第一步。
同年 ８ 月， 佐科总统访问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 成为首位访问坦桑尼亚的印尼领

导人。 印尼与肯尼亚也在签署优惠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上达成一致意见， 并

成立了工作组， 以早日落实双边关税减免政策。 此外， 印尼还计划与坦桑尼亚在

农业与医药产品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⑦

总体而言，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前景广阔， 但是目前双方贸易主要集中在

棕榈油、 石油、 食品及纸张制品等初级产品上， 合作的国家范围也较为有限，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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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ａｒ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ｇｙ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ＥＭＰＯ. ＣＯ，Ｍａｙ １４，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ｔｅｍｐｏ. ｃｏ ／ ｒｅａｄ ／ １７２５６７１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ｌｅａｖｅｓ － ｆｏｒ － ｅｇｙｐｔ － ｔｏ － ｅｘｐｌｏｒｅ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ｅｘｐｏｒｔ － 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７，２０２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ｏｔａｌ 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
Ａｍｒ Ｙｅｈｉ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Ｆｏｒｇｅ Ａｈｅａｄ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ｒａ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Ｊｕｌｙ １８，２０２３.
Ａｄｍｉｎｇｅｎｔａｌ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ｇｙｐｔ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ｔａｌ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７，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ｎｔａｌ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ｎｄ － ｅｇｙｐｔ － ａｇｒｅｅ － ｔｏ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７，２０２４.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ｉｅｓ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ｈｒａｍ
Ｏｎｌｉｎｅ，Ｊｕｌｙ ２２，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 ／ ５０５２０５. ａｓｐ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７，
２０２４.
Ｋｒｉｓｔａｎｔｙｏ Ｗｉｓｎｕｂｒｏｔｏ，“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ｇｏ. ｉｄ ／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７４２１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ｉｍｓ － ｆｏｒ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ｍａｒｋｅｔ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ｏｕｔｈ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 ＝ 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７，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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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非洲的经济强国。

（三） 聚焦重点领域合作

基于中等强国的定位， 印尼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 积极拓展多边外交

平台， 例如争取加入金砖国家； 另一方面囿于自身经济实力， 印尼主要在深耕现

有市场的基础上， 在重点领域开拓其他非洲国家市场， 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模

式。 这种务实的合作路径， 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树立了南南国家合作的

新典范。
１.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佐科政府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外交中的关键作用。 非洲拥有广阔的

基础设施市场， 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这为印尼

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时机。① 在印尼—非洲论坛框架下， 印尼—非洲基

础设施对话 （ＩＡＩＤ） 和印尼国际开发机构 （ＡＩＤ） 为双方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提

供了资金支持与智力资源。
在合作模式上， 有学者指出印尼受到中国模式的显著影响。② 中国在印尼乃

至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印尼提供了重要参考经验。 印尼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大国的对非合作模式中吸取经验， 积极开展基础设施业务。 印尼政府在卢胡特担

任印尼—非洲基础设施工作组主席期间， 积极推动国有企业 “走出去” 计划，
帮助国有企业寻找基础设施和建筑类项目。 这一策略受到非洲国家欢迎， 体现了

印尼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积极态度。
得益于政府支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举行的印尼—非洲基础设施对话 （ ＩＡＩＤ） 取

得显著成果。 与会期间， 印尼和非洲国家达成约 ６０００ 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合作项

目协议。 印尼国有建筑公司 （ＰＴ Ｗｉｊａｙａ Ｋａｒｙａ） 不仅在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尔落实

了基建项目， 还承接了桑给巴尔、 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价值 ２ 万亿盾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③ 此外， 国有建筑企业威卡 （ＷＩＫＡ） 也成功承接翻新尼日尔总统府、
建设塞内加尔达喀尔标志性建筑 （Ｌａ Ｔｏｕｒ ｄｅ ｇｏｒｓａｍｅ）、 开发坦桑尼亚桑给巴尔

·８１·

①

②

③

Ｖｅｅｒａｍａｌｌａ Ａｎｊａｉａｈ，“ ＩＡＩＤ ２０１９：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 ｉａｉｄ － ２０１９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ｗｉｔｈ －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２０２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Ｄｏｒｉｇｎé － 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Ｌａｎｇｇａｓ：Ｊｕｒ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 Ｐｅｍｂａｎｇｕｎａｎ，Ｖｏｌ. １，２０２２，ｐｐ. ３８ － ５０.
Ｖｅｅｒａｍａｌｌａ Ａｎｊａｉａｈ，“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ｓ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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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码头以及科特迪瓦和阿尔及利亚社会住房等项目。① 这些项目展示了印尼在

非洲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的逐步深入和成果扩展。
然而， 尽管印尼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出积极姿态， 但是投资与财政能力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 因此， 印尼企业更注重分享经验与技

术， 包括在险峻地形、 极端气候、 多样文化及传统习俗等复杂环境下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的实践经验， 帮助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佐科总统曾提道： “作为战友，
我们张开双臂， 努力分享 （印尼的经验）， 并协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以造福非

洲国家。”② 这种基于经验与技术的合作路径， 为印尼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长

期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２. 能源合作

在 “２０４５ 年黄金印尼愿景” 中， 能源合作被视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任务之一。 作为全球关键矿产资源大国， 印尼与非洲国家在采矿和关键矿产精

加工领域加强合作， 以提升矿业附加值， 提高经济效益， 并在能源领域展开广泛

合作。 目前， ５４ 个非洲国家中有 ４５ 个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农业、 矿业和采掘业的

初级产品出口。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 缺乏炼油设施等原因， 一些非洲资源国家长

期依赖进口成品油， 这严重阻碍非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③ 为打破对初级产品的

依赖， 非洲正积极探索新发展模式。
镍作为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关键材料， 在双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印尼

镍产业发展成熟， 在全球镍加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通过技术与经验分享， 印尼

正在帮助非洲国家增加资源附加值， 推动当地经济转型。 这种合作模式也吸引了

非洲国家的兴趣。④ 非洲拥有原材料产地优势以及广阔的出口市场， 被印尼视为

其未来电动汽车 （ＥＶ） 电池产业发展的潜在合作伙伴。⑤ 印尼与非洲国家在新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Ｄｏｒｉｇｎé －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２３，ｐ. ２０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ｅｐｕｔｙ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ｋｏｗｉ Ｓａｙｓ，”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ｔｋａｂ. ｇｏ. ｉｄ ／ ｅ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ｒｅａｄｙ － ｔｏ － ａｓｓｉ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ｊｏｋｏｗｉ －
ｓａｙ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２０２４.
田士达： 《非洲摆脱资源出口依赖正当时》，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第 ８ 版。
“Ｐｅｎｉｎｇｋａｔａｎ Ｈｕｂｕｎｇ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ｄｅｎｇａｎ Ｎｅｇａｒａ － Ｎｅｇａｒａ Ａｆｒｉｋａ Ｐａｓｃａｋｕｎｊｕｎｇａｎ Ｋｅｎｅｇａｒａ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 ＲＩ，” Ｓｅｋ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Ｋａｂｉｎｅ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ｔｋａｂ.
ｇｏ. ｉｄ ／ ｐｅｎｉｎｇｋａｔａｎ － ｈｕｂｕｎｇａ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ｄｅｎｇａｎ － ｎｅｇａｒａ － ｎｅｇａｒａ － ａｆｒｉｋａ － ｐａｓｃａｋｕｎｊｕｎｇａｎ －
ｋｅｎｅｇａｒａａ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 － ｒｉ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２０２４.
Ｌｕｓｉａ Ｎｏｖｉｔａ Ｓａｒｉ，“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ｂｉ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ｂｉｂｉｅ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 ｉｄ ／ ｉｍ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５ｄｄ２８８６ａ０ｆ０９ｄ
ａ５４１９ｂ１４ｄ１ｂｅｆ５９ｄ３７１.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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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关键原材料加工方面的技术合作， 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也为双方经济可

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 印尼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５ 年将可再生能源 （包

括太阳能、 风能、 生物能源、 水力发电和地热能等） 在总能源结构中的份额提高

到 ２３％ ， 到 ２０５０ 年提高到 ３１％ 。① 为实现这一目标， 印尼正通过与包括非洲国

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 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 尽管非洲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
但是缺乏足够的能源基础设施， 对相关投资需求巨大， 印尼可以与非洲国家合作

开发清洁能源项目。 在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上， 印尼能源矿产资源部秘书长指

出， 印尼和非洲国家在新能源资源开采、 能源转型方面合作既可以分享经验， 也

可以建立更紧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以加速双方的经济增长。②

目前， 印尼已经向纳米比亚、 莫桑比克、 苏丹、 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提供了

太阳能项目的相关培训， 推动非洲国家加快利用可再生能源。③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南非、 印尼、 越南、 塞内加尔等国已加入由发达国家推动建立的公正能源转

型伙伴关系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这为印尼和非洲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 加快能源转型提供了助力， 还为彼此分享经验、 探索合作创造了平台。
这些既有合作与未来规划都有益于绿色经济发展， 增强印尼和非洲应对全球能源

市场波动的能力， 提升双方的能源安全与稳定。
３. 农业合作

农业是印尼与非洲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棕榈油作为全球生产量、 消费

量和国际贸易量最大的植物油品种， 不仅是印尼农业贸易的重要支柱， 更是印尼

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印尼的棕榈油供应量约占世界总供应量的一半。④ 近

年来， 印尼积极向非洲国家推广棕榈油种植技术。 通过技术转移， 印尼帮助非洲

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推动种植地区经济发展。 与尼日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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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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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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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Ｊａｒａ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Ｐａｌｍ Ｏｉｌ Ｂ５０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Ｂｌｅｎｄ 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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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ｇ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 ｐａｌｍ － ｏｉｌ － ｂ５０ －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 ｂｌｅｎｄ － ａｉｍｓ － ｆｏｒ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ｗｉｔｈｏｕｔ －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ｐａｌｍ － ｏｉｌ － ｓｕｐｐｌｙ － ｄｅｍａｎｄｓ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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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印尼逐步推广可持续棕榈油生产模式。 安哥拉政府也表达了进口印尼棕榈油

种子， 并引进棕榈油专家的意愿。① 印尼和非洲国家在棕榈油领域合作的成功实

践， 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增长， 也为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

重要经验。
此外， 印尼与坦桑尼亚农业部正在商议一项振兴坦桑尼亚农业的发展计划，

其中包括提升莫罗戈罗农业的生产效率， 加强农村培训中心的建设与运营。② 这

项计划的实施， 不仅能够提升坦桑尼亚的农业生产力， 还能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

的技术支持和培训机会， 从而提高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 在非洲， 农业为约

６０％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并为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 ５０％ 。③

因此， 印尼与非洲各国的农业合作， 不仅有利于印尼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同时

对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印尼与非洲经贸合作的挑战

当前，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迈入新阶段， 同时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过程中

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阻碍。 既有来自政府的主观因素， 也涵盖了客观市场方面的

挑战， 具体体现在政治、 经济、 人文 ３ 个方面。
在政治层面， 印尼政府尚未形成针对非洲合作的清晰战略框架。 根据印尼政

府发布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国家中期发展规划》 显示， 涉及非洲合作的政策并不

具体， 也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引。 在这种背景下， 印尼相关机构和国有企业在开展

对非合作时， 经常出现沟通不足、 协调不畅的情况。
具体反映到外交布局上， 印尼对非洲的外交覆盖存在明显不均衡。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在非洲 ５４ 个国家中， 印尼仅在 １６ 个国家设有大使馆。 除了设立在南非

开普敦的总领事馆外， 有 １０ 个外交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６ 个在中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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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 ／ ｐｌａ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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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地区。 此外， 大部分印尼驻非洲国家的使馆需要兼管印尼与多个国家的外交事

务。① 这也意味着印尼在非洲的外交范围有限， 在部分地区外交覆盖率较低。 例

如， 印尼驻尼日利亚大使馆需要兼顾对 １１ 个非洲国家的外交事务， 这无疑加大

了工作压力， 并影响其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工作效率。 此外， 印尼在处理与非洲最

大的三个贸易伙伴的外交关系时， 也存在外交资源不足的情况。 印尼政府在埃及

开罗大使馆仅设一名贸易专员，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尼日利亚拉各斯仅设立两个

贸易促进中心 （ＩＴＰＣ）。 值得注意的是， 印尼政府至今未在非洲地区设立投资促

进中心 （ＩＩＰＣ）。 与其他非洲域外大国相比， 印度在非洲有 ４７ 个外交使团，② 中

国有 ５４ 个外交使团， 印尼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在非洲的外交资源投入， 优化在非

洲的外交布局， 从外交层面提升在非洲的竞争力。
就经济领域而言， 印尼对非合作存在投资意愿低、 关税高等问题。 尽管

２０１８ 年印尼推动举办了第一届印尼—非洲论坛， 希望以此挖掘非洲的潜在市场。
然而， 当时在非洲开展业务的印尼公司仅有 ３０ 家左右，③ 大多数企业不愿对非

投资。 主要原因有： 其一， 资本外逃顾虑。 有能力投资非洲的企业大多为印尼国

有企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 印尼国有企业对资本外逃高度警惕， 尤其是涉及基础

设施等大型项目的投资， 为避免外界质疑企业资本外逃， 国有企业高层对非投资

保持谨慎态度。 其二， 避险需求。 基于非洲贫穷、 战乱、 疾病等负面形象的刻板

印象， 企业在考虑对非投资时， 经常认为非洲传统市场相比成熟市场， 政治法律

制度不够完备， 商业运营管理不够透明， 因而倾向避险策略， 而不是探索非洲的

投资机遇。④ 其三， 负面认知。 绝大多数印尼企业对非洲市场的潜力认识不足，
很多企业低估甚或错估非洲投资项目的回报率， 因此在对非投资问题上意愿

不足。
此外， 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 印尼对非出口成本较高， 而非洲国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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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ｕｍ － ｂｉｓｎｉｓ － ｒｉ － ａｆｒｉｋａ － ｊｋ － ｂｕｋａｎ － ｗａｋａｎｄａ － ｆｏｒｅｖ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２０２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ＩＡＦ） Ｇｅｂｒａｋａｎ Ｓｕｋｓｅｓ Ｋｅｍｌｕ Ｓａｓａｒ Ｐｅｌｕａｎｇ Ａｆｒｉｋａ，”Ｐｏｒｔａｌ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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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设置的高额关税进一步阻碍了双边经贸合作。① ２０２３ 年， 印尼成为埃及第二大

肥皂商品进口来源地， 双边贸易额达 ４５３２ 万美元， 占埃及肥皂市场份额的

１６. ５４％ 。 然而， 非洲国家对印尼肥皂进口设定了高达 ４０％—６０％ 的关税。② 南

非政府也对印尼食品征收最高达 ３０％的进口税，③ 高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使得印

尼商品在非洲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非洲国家对一些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 从而

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以及就业岗位， 印尼出口商有机会获得关税减免的优惠， 但是

可能面临漫长烦琐的程序。④ 在关税减免政策协调方面， 目前仅有莫桑比克与印

尼签订了优惠贸易协定， 而南非、 尼日利亚、 摩洛哥等国均与印尼就优惠贸易协

定签署进行商讨。 但是迄今为止， 高关税以及双边利好政策悬而未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双边经贸合作。
就人文交流领域而言， 印尼与非洲之间的人文交流呈现出不平衡、 不协调的

局面。 首先， 在人员往来方面， 印尼人留学集中在非洲个别国家， 而非洲人留学

印尼的积极性不高。 ２０２１ 年， 印尼海外留学生人数约为 ５３０００ 人， 其中约 １２０００
人在埃及求学， 仅有 ５ 人在南非留学。⑤ 同年， 印尼政府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了

２００ 个奖学金名额， 但在非洲地区仅有 １０—１５ 名埃及学生赴印尼学习。⑥ 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印尼对非洲学生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此外， 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主要集

中在埃及， 而且主要以宗教交流为主， 覆盖面和交流领域受到限制， 不利于提升

印尼与非洲国家间文化互融与民心相通。
其次， 文化交流方面缺乏深度沟通， 乃至印尼学界、 政界对非洲的了解都较

为匮乏。 当前， 出于资金等方面的考虑， 印尼政府对非洲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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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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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ｌｉａｈ － ｄｉ － ｍｅｓｉｒ ＭＡＫＡＳＳＡＲ，ｓｅｄａｎｇ ｍｅｎｉｍｂａ ｉｌｍｕｄｉ Ｍｅｓｉ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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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ｐｐ. ３３５ － ３３６.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影响了印尼与非洲进行深度交流。 非洲大陆幅员辽阔， 自然资源丰富， 宗教文化

复杂多样， 印尼政府制定对非政策应因地制宜， 充分考虑当地传统习俗文化， 避

免在合作交流活动中引起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排斥与抗拒。 然而， 有印尼学者指

出， 印尼对非洲的了解普遍停留在较低水平。 除了国家级科研机构———印尼国家

研究与创新署 （Ｂａｄａｎ Ｒｉｓｅｔ ｄａｎ Ｉｎｏｖａｓｉ Ｎａｓｉｏｎａｌ） 的学者外， 大部分学者以兼职

的形式进行非洲研究。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印尼的非洲研究状况， 主要

以政府需求为导向， 以经济外交框架下的经济议题为主线， 从而导致非洲历史传

统、 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被忽视。

印尼与非洲合作的前景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覆盖 １２. ７ 亿消费者， 国内生产总值达 ２. ３ 万亿至 ３. ４ 万

亿美元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 正式启动。 通过建立原产地规则、 实

施关税减让、 推进 ９０％的商品实现关税自由化， 以及完善泛非支付和结算系统

等措施， 自贸区将为印尼与非洲经贸合作创造新的增长机遇。 随着泛非市场准入

门槛的降低， 印尼也在积极推进与非洲各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印尼在巴厘岛举办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以及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高级别论

坛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展示了印尼加强与非

洲大陆关系的决心。 这两场论坛的核心议题围绕南南合作框架下跨国伙伴关系网

络建设、 推进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创新融资能力三方面展开。② 这也预示着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方向， 即以印尼—非洲论坛为双边合作平台， 将合作范围

拓展至印度洋地区， 积极构建三方合作模式， 充分发挥互补性经济结构的最大

优势。

（一） 强化印尼—非洲论坛的牵引作用

印尼—非洲论坛是印尼拓展非传统市场的首次尝试， 已然取得丰硕成果， 未

来论坛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合作的规模与质量提升。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在巴厘岛举办

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 旨在加强双方在经济转型、 矿业、 能源、 卫生和粮食安

全等方面的合作。 本次论坛的整体影响力较第一届有所提升， 其主题也反映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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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角色与愿景。① 印尼希望通过加强与非洲伙伴的合作关

系，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全球变化的抗风险能力。②

在经济转型方面， 提高工业化与数字化水平已成为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关注重

点。 当前， 许多非洲国家的对外货物贸易仍然高度依赖农业和原材料出口， 产业

结构相对单一。 因此， 如何帮助非洲国家逐步向更具多样性和弹性的经济结构转

型， 已成为双方交流合作的重要议题。 疏通资本跨境流动则是当前影响双方合作

的关键因素之一， 双方尤其重视中小企业的投资、 创新及提供工作岗位的能力。
因此， 致力于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金融工具、 支持性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

资本流动， 以此帮助中小企业更新技术， 扩大业务， 并更有效地融入产业供应

链， 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在数字化方面， 双方同样面临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的制约， 这严重阻碍了印尼与非洲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通过论坛， 印尼和非洲国

家将吸引更多资本， 从而加速数字化转型。 印尼—非洲论坛将为双边经济转型群

策群力， 最大限度地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 也为中小企业寻求经济投资提供重要

机遇。
另外， 印尼与非洲国家将逐步加大对关键矿产开发及加工技术领域的投资力

度， 以提高产业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 尽管印尼与非洲均拥有丰富的关键矿藏，
但是受开发技术、 基础设施及运营水平等因素影响， 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和高效利用。 目前， 双方矿产出口仍以原材料为主， 附加值低， 难以通过下游加

工来获得经济收益方面的提升。 在第二届印尼—非洲论坛召开期间， 印尼与非洲

国家围绕经济潜力和效益、 技术和基础设施需求、 政策和监管框架、 投资和合作

机会以及环境等因素， 探讨如何提升矿产资源的下游加工能力， 以释放这些资源

的潜力。③ 另外， 论坛通过预判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 以及如何充分利用

双方改革发展实践经验， 为印尼与非洲国家可持续和包容性工业增长制定行之有

效的路线图。
印尼—非洲论坛还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卫生、 粮食安全及发展援助方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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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ｈｙｕ Ｄｗｉ Ａｎｇｇｏｒｏ，“Ｇｅｌａ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４，ＲＩ Ｉｎｃａｒ Ｋｅｒｊａ Ｓａｍａ Ｅｎｅｒｇｉ ｄ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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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ｆｏｒｕｍ － ２０２４ － ｒｉ － ｉｎｃａｒ － ｋｅｒｊａ － ｓａｍａ － ｅｎｅｒｇｉ － ｄａｎ － ｐｅｒｔａｍｂａｎｇ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Ｎｏｔ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ＩＩ ２０２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ｉａｆ.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ｎｏ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Ｄｅｄｉ Ａｄｍｉｎ，“Ｖｉｃ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Ａｓｉ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ｅａｄ － ｕｐ ｔｏ ２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ｉａｆ. ｋｅｍｌｕ. ｇｏ. ｉｄ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ｅｗｓ.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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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未来， 印尼政府计划在非洲启动一项名为 “宏伟设计促进发展合作” （Ａ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援助项目， 其中包括对非洲国家提供农

业技术支持、 药品援助， 以及对能源行业投资等。① 这意味着双方关系从单纯的

经济利益合作迈向更加全面的伙伴关系， 这充分体现了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新发

展和新实践。

（二） 深化与非洲在印度洋上的合作

印度洋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连接着中东、 非洲、 东亚、 欧洲及

美洲， 是大宗商品运输的重要海上通道， 世界 ８０％ 的石油运输途径这一地区。
该地区自然禀赋优越， 鱼类资源丰富， 海上石油开采量占世界 ４０％ 。 此外， 印

度洋沿岸国家印尼、 南非与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量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一半。 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景也为该地区旅游业创收数十亿美元。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 印度洋沿岸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迅速， 经贸往来频繁。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 印

度洋经济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０％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翻一番。② 近年

来， 印度洋地区成为全球大国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地带， 港口建设、 海上贸易基

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成功吸引了大国投资。③

印尼积极与非洲国家在印度洋地区参与多边经济合作项目， 在深化双方合作

的同时， 发挥地缘与自然资源优势， 拓展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市场， 不断优化双方

合作结构。 当前， 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ＯＲＡ） 是印度洋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合作机制，④ 拥有 ２２ 个成员和 ７ 个对话

·６２·

①

②

③

④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ａｙｓ Ｊｏｋｏｗｉ，” Ａｎｔａｒａ Ｎｅｗ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ａｎｔａｒ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９１７８０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ｔｏ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ａｙｓ － ｊｏｋｏｗｉ，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Ｇａｎｅｓｈａｎ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Ａｄａｍ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ｂａｓａｒａ Ｋａｎｎａｎｇａｒａ，“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ｅ？”Ｔｈｅ Ｌａｋｓｈｍａｎ Ｋａｄｉｒｇａｍａ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ｌｋｉ. ｌｋ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ＬＫ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Ｉ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Ｐｏｌｅ＿Ｇａｎｅｓｈａｎ＿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Ａｄａｍ＿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ｎｄ＿Ｐａｂａｓａｒａ＿Ｋａｎｎａｎｇａｒａ － ２.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 Ｄａｖｉ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Ｎ. Ｂａｌｌｓ，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 ｕｎｉｍｅｌｂ. ｅｄｕ. ａ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ｉｎｄｉａｎ － ｏｃｅａｎ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张家栋： 《印度洋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与主要特点》，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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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① 就经济规模而言， 印尼是该地区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印度。② 鉴于印

度洋地区渔业发展迅速， 印尼将结合国内渔业发展需求， 依托环印联盟深化与非

洲国家的合作。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ＦＡＯ） 的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印度洋海洋

捕捞渔业产量约占世界鱼类捕捞总量的 １５％ ， 其中印尼与坦桑尼亚、 埃及、 肯

尼亚、 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均跻身全球前 ２５ 大鱼类生产国之列。③ 印尼与非洲

国家在印度洋地区开展渔业合作， 不仅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还能够促进国内就

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 一人直接受雇于渔业， 那么就有三四人受雇于

造船、 渔具维护和鱼类加工工作， 因此渔业发展将为印尼和非洲相关国家提供充

足的就业岗位。 然而， 印尼与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等国易受印度洋环境及气候变

化影响， 可能导致鱼类产量下降。④ 因此， 如何有效预防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冲

击， 成为印尼与非洲国家合作的重要课题。

（三） 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

尽管近年来印尼政府将与非洲的合作提升至优先地位， 其在非洲开展业务的

规模与能力仍然有限。 为此， 印尼可通过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

势产能， 同时借鉴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发展模式与先进技术， 从而更有效地对接非

洲国家的多样化发展需求， 实现三方共赢， 并制定属于印尼的非洲路线。
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工业化与技术合作等方面已取得亮眼成绩， 结

合印尼在非洲展开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与中国进行合作有益于印尼积累发展经

验， 缓解投资压力。 有学者指出， 统筹部长卢胡特在推动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７２·

①

②

③

④

ＩＯＲＡ 成员国包括：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科摩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阿曼、 塞舌尔、 新加坡、 索
马里、 南非、 斯里兰卡、 坦桑尼亚、 泰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ＩＯＲＡ 的对话伙伴
包括中国、 埃及、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和美国。 这些国家被认为对印度洋有重大利
益贡献能力。
经济规模的衡量指数以 ＧＤＰ 购买力水平为衡量标准， 以美元为单位。 印度 （９. ４７４ 万亿）
是迄今为止印度洋最大的经济体， 其次是印尼 （３. ２５ 万亿）、 伊朗 （１. ６４ 万亿）、 澳大
利亚 （１. ２４８ 万亿）、 泰国 （１. ２３６ 万亿）。 数据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Ｎ. Ｂａｌｌｓ，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ｉｅ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２２.
ＦＡＯ，“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２：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ｌｕ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４０６０ ／ ｃｃ０４６１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Ｄａｒｓｈａｎａ Ｍ. Ｂａｒｕａｈ， Ｎｉｔｙａ Ｌａｂｈ ａｎｄ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Ｇｒｅｅｌ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Ｊｕｎｅ １５，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ｍａｐｐｉｎｇ － ｔｈｅ － ｉｎｄｉａｎ － ｏｃｅａｎ － ｒｅｇｉｏｎ？ ｌａｎｇ ＝ 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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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模仿中国的 “非洲模式”， 尤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① 但与中国相比， 印

尼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难以达到中国的水平， 因而照搬中国模式难以

奏效， 于是印尼政府选择与中国合作， 共同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市场。 ２０１９ 年，
印尼政府考虑借助印尼—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平台， 参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非

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包括修建总价达 １２０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 １４００ 公里铁路、
坦桑尼亚巴戈莫约港以及肯尼亚超过 ６００ 公里的铁路线。② 在印尼看来， 中国及

印度在非洲的投资实力日益壮大， 不应被视为印尼进入该地区的阻碍， 而应寻求

与二者的互补性，③ 为印尼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结　 语

佐科政府执政以来， 非洲地区的经济潜力受到印尼高度重视。 印尼基于亚非

团结的友好叙事， 尝试将万隆精神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 随着第二届印尼—非

洲论坛成功召开以及 ２０２５ 年万隆会议召开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的预热， 印尼和非洲

国家将进一步深化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当前， 全球南方国家在 “基于利益的第三世界团结” 观念上达成共识。 由

于易受大国竞争及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影响， 南方国家主张必须团结起来， 共同

提高集体韧性， 促进更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 而 “基于利益” 是提高南方国

家抗风险能力的根本准则。 现阶段， 印尼对南南合作的态度主要是物质利益高于

规范利益， 但团结精神并未从印尼外交政策中完全消失。④ “超越万隆精神” 不

仅体现了印尼作为既往亚非领导角色的抱负， 也反映了新时代印尼在经济外交领

域的探索与尝试。 就实施方式而言， 受限于国内政治及经济实力， 印尼难以独立

支持大型基建类项目， 因而在参与南南合作时， 将聚焦于较小规模资金投入且强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Ｚｕｌｆｉｋａｒ Ｒａｋｈｍａｔ，“Ｌｕｈｕｔ Ｂｉｎｓａｒ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Ｅｎａｂｌｅ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ｌｙ ２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２４ ／ ０７ ／ ２０２０ ／ ｌｕｈｕｔ － ｂｉｎｓａｒ － ｐａｎｄｊａｉｔａｎ －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 ｅｎａｂｌｅｒ － ｂｅｈｉｎｄ －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ＩＡＦ） Ｇｅｂｒａｋａｎ Ｓｕｋｓｅｓ Ｋｅｍｌｕ Ｓａｓａｒ Ｐｅｌｕａｎｇ Ａｆｒｉｋａ，”Ｐｏｒｔａｌ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１９.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 （ＩＡＦ） Ｇｅｂｒａｋａｎ Ｓｕｋｓｅｓ Ｋｅｍｌｕ Ｓａｓａｒ Ｐｅｌｕａｎｇ Ａｆｒｉｋａ，”Ｐｏｒｔａｌ 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
Ｌｕａｒ Ｎｅｇｅｒｉ 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１９.
Ｐｏｐｐｙ Ｓ. Ｗｉｎａｎｔｉ ａｎｄ Ｒｉｚｋｙ Ａｌｉｆ Ａｌｖｉａ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２，
２０２１，ｐｐ. ２０１ － ２３２.



全球南方视域下印度尼西亚与非洲经贸合作探析

调能力建设的项目，① 这一特征也在其与非洲合作中有所体现。
从区域层面而言， 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东盟国家必须寻找新的出

口市场和原料产地， 以确保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 因此， 非洲地区引起东

盟特别是印尼的高度关注。 作为东盟的领导者， 印尼率先扩大了非洲国家的合作

规模， 为其他东盟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
除国家利益驱动外， 印尼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还得益于佐科政府的强势推进。

作为新时期印尼与非洲合作的关键人物， 佐科在任期内访问多个非洲国家、 派遣

得力助手卢胡特负责非洲事务、 主办系列经贸活动等均体现其政府拓展非洲市场

的决心。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普拉博沃 （Ｐｒａｂｏｗｏ Ｓｕｂｉａｎｔｏ） 就任印尼总统， 印尼进入

“后佐科时代”， 那么印尼是否会延续对非经济政策， 实现双方合作新突破呢？ 在

大选前， 普拉博沃曾阐述其外交理念和方略， 核心仍是以经济外交为核心发展对

外关系， 同时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也继续强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在全球南方中发

挥更多领导和示范作用。② 因此， 发展与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

系， 应该在很长时期内仍是印尼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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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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