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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3年东盟峰会在印尼巴厘
岛举行，在印尼的倡议下各国
签署了《东盟第二协约宣言》
，进一步深化合作，将东盟打
造成“东盟共同体”。在印尼
的推动下，东盟的国际地位逐
渐提升。2011年印尼作为东盟轮
值主席国时，时任印尼外长纳
塔莱加瓦说道：“印尼将继续
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东盟。
因为一个强大并且各方面表现
突出的东盟也符合印尼极其重
要的国家利益。”

以 东 盟 为 基 础 发 展 而 来
的 其 他 机 制 ， 特 别 是 “ 东 盟
+ 3 ” 等 多 边 机 制 ， 被 印 尼 外
交部确定为第二个同心圆。谢
卡尔分析认为，“虽然印尼外
交部没有提到印度、澳大利亚
以及南太平洋地区属于哪个同
心圆，但可以假设，鉴于地理
位置接近、共享的海洋空间、
共同的安全问题以及频繁的外
交往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与‘
东盟+3’等衍生机制一样都属
于第二个同心圆的一部分。”
从谢卡尔的分析来看，亚太地
区 ， 乃 至 更 为 广 泛 的 地 理 范
围，能够代表后苏哈托时期，
特别是苏西洛以来，印尼外交
政策“曼陀罗”的第二个同心
圆扩展的范围，也是其外交主
要方向之一。苏克马认为，“
由于印尼政府认识到东南亚和
东北亚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
因此整个东亚成为印尼实施外
交政策的新场合（曼陀罗），
印尼政府也更加关注该地区。
同时，印尼在塑造新兴区域架
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努力
确保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还
鼓励其他主要地区大国更多地
参与到区域进程当中来。”在
这两个同心圆之外，印尼还与
美国和欧盟建立了密切合作，
而美国和欧盟是印尼的主要经
济伙伴。这就使得第二个同心
圆具有扩展的基础和可能性。
最后，印尼外交部将志同道合
的发展中国家放在“曼陀罗”
的第三个同心圆。然而，印尼
外交部并没有一一列举哪些国
家属于“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
家”，这也使得第三个同心圆
具有延伸的可能性。后苏哈托
时 期 印 尼 外 交 政 策 的 “ 曼 陀
罗”如图3所示。

从 上 文 分 析 可 见 ， 印 尼
在后苏哈托时期对自身外交政
策的判断更为详细，这也是这
一时期“曼陀罗”核心和边缘
发生变化的结果，展现出印尼
外交的自信。这一时期印尼外
交的核心是东盟或者说是整个
东南亚地区，在此基础上来扩
展第二、第三个同心圆，因此
印尼确立其在东盟所扮演的角
色的同时，也积极地以东盟为
平台展开外交。由东盟主导的
外交平台，例如东盟地区论坛
（ARF）、“东盟+ 3”机制
（ASEAN+3）、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东盟防长扩大
会议（ADMM+）等地区机制平
台，印尼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以这些地区主义的平台为自身
构建起良好的地区环境，保障
了印尼国家利益的实现，并很

好地维护了地区秩序。同时，
印尼作为东盟成员国，与域外
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
日本、新西兰、韩国都签订了
自由贸易协定，并且与这些国
家组成了由东盟主导的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合作，也
促进了印尼经济的发展。在这
些 地 区 合 作 平 台 机 制 的 基 础
上，印尼还积极向外“推销”
东盟规范，以期构建包括东南
亚、东北亚等更广泛的地区规
范，“在构建开放、透明、包
容的地区框架以及在与域外国
家的关系及其合作中，保持东
盟作为主要驱动者以及东盟的
中心地位和积极的作用。”这
些构成了印尼外交政策“曼陀
罗” 的第二层边缘，而这一层
是从核心圈衍生而来的，特别
是围绕东盟和东南亚地区的各
种机制和区域安全、经济秩序
的构建，印尼希望将这些机制
和秩序推广到东亚、亚太等更
为广泛的区域，为“曼陀罗”
的核心圈构建起良好的边缘。

第 三 层 则 是 “ 志 同 道 合
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层由核
心圈和第二层继续延伸而来。
东盟国家以及东南亚地区其他
国 家 ， 基 本 上 都 是 发 展 中 国
家，都是围绕构建东盟和东南
亚地区的安全、经济秩序这个
基本目标，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发展利益。而整个东亚、亚太
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发展中
国家也占多数，基本上与印尼
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印尼通
过与它们合作构建起良好的国
际环境，能够有利于印尼、东
盟和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发展诉
求，因而，印尼将“志同道合
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第三层“
曼陀罗”。印尼在这方面采取
的是多边外交的方式，广泛地
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
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中，通过
这些平台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
家合作，扩大影响力，为印尼
外交打开新的渠道。1999年，
印尼被邀请加入由发达国家和
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
（G20），而G20已然是当今全
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论坛机
制。印尼的加入为全球治理提
出了印尼的方案和意见，这也
成为“印尼外交史上的一次重
要突破”。在G20诸国中，印尼
是唯一的东盟国家，因此印尼
也在G20中宣传推行“东盟规
范”，将地区和平、合作的经
验带到更为广泛的平台上，参

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加入G20也
给印尼“打开一个窗口，藉着
外力，理清印尼想强化国家发
展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印尼
除了参与联合国、APEC、G20
之外，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
者之一、七十七国集团的主要
成员，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
合作等议程上，同样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印尼的外交政策做
出规划，提高印尼在多边机制
中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要主动
举办多边会议，提高参与的效
率，以此来促进印尼国家利益
的实现，继续推动G20在地区
和全球的作用，并且加强在文
化 领 域 、 国 际 规 范 方 面 的 外
交 ， 发 挥 印 尼 在 世 界 知 识 产
权组织（WIPO）、世贸组织
（WTO）、世卫组织（WHO）
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以此来
促进印尼经济稳定增长，增强
竞 争 力 ， 在 环 境 保 护 、 民 主
化、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发挥印
尼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印尼的
地区和国际环境，树立印尼良
好的国际形象。此外，印尼是
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
尼不是伊斯兰国家——公众号
编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
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印
尼还能够与信仰相同的国家展
开志同道合的合作。例如在伊
斯兰合作组织（OIC）发挥作
用，“作为拥有最多穆斯林人
口 的 国 家 ， 印 尼 有 责 任 支 持
OIC，改善伊斯兰世界的治理
状况，并促进该组织成为可靠
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印尼借助OIC实现自己的国际
政治目标，例如支持巴勒斯坦
的独立建国运动。同时OIC也
能提高印尼在伊斯兰世界的地
位，而印尼也能将自身的民主
化经验推广到伊斯兰国家，促
进其民主化进程。这些国家也
就构成了第三个“曼陀罗”同
心圆。

后 苏 哈 托 时 期 的 印 尼 ，
经过发展，经济政治相较前两
个时期发生变化，因而外交政
策 也 发 生 了 变 化 ， 在 “ 曼 陀
罗”中反映出来就是核心发生
变化，进而边缘也随之变化，
即“曼陀罗”发生延伸，这也
是 符 合 “ 曼 陀 罗 思 想 ” 的 ，
即“曼陀罗以叠压的方式进行
扩张或收缩”。

        结  论 

战 略 文 化 在 国 家 的 政
治、外交政策中反映出来，同

时 也 影 响 着 这 些 政 策 的 制 定
和 实 施 。 一 国 在 制 定 其 外 交
政 策 时 ， 势 必 会 受 到 本 国 特
有的历史、文化等的影响，形
成 一 套 符 合 自 身 逻 辑 的 战 略
文化，从而在外交上表现出独
有特征。印尼自身具有独特的
历史、文化，受到佛教和印度
教的影响，形成了“曼陀罗思
想”，这种思想进而影响到印
尼的战略文化，构成了一种“
曼陀罗”战略文化。这种战略
文化反映在印尼不同时期的外
交政策中，构成了不同的外交
政策“曼陀罗”结构。“曼陀
罗”结构由核心和边缘构成，
并且“曼陀罗的存在是由核心
决 定 ， 而 不 是 由 边 缘 来 决 定
的”。印尼不同时期外交政策
的核心不同，从苏加诺到苏哈
托再到当今的印尼，其核心从
群岛国家的构建到东盟和东南
亚地区，这反映了不同时期印
尼面临不同的国内政治和外交
环境，从而做出不同的外交决
策。这些核心影响到边缘的变
化与延伸，边缘的变化也反映
出 核 心 的 变 化 ， 二 者 相 辅 相
成。如今印尼的外交政策更能
反映出“曼陀罗”战略文化对
印尼的影响，而随着印尼的发
展 ， 外 交 政 策 会 随 之 发 生 变
化，“曼陀罗”的核心与边缘
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待
进一步观察。

对 于 中 国 来 说 ， 印 尼 是
东南亚地区大国，在“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印尼
是“战略支点”国家，因此印
尼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
的外交布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地位。近年来双边关系得
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
国的崛起，中印（尼）的经贸
人员往来愈来愈密切。但是从
上 文 中 对 整 个 现 代 印 尼 外 交
政策“曼陀罗”结构的剖析来
看 ， 印 尼 外 交 政 策 的 中 心 在
于维护其群岛国家的统一和东
南亚的稳定，尤其是印尼在东
盟的地位。前两个时期在群岛
国家的统一问题上特别注重，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印尼国
内的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群岛
国家的统一不再成为影响其外
交政策的重心，东盟以及东南
亚 地 区 秩 序 成 为 印 尼 外 交 政
策“曼陀罗”结构的核心，但
这并不意味着印尼不注重群岛
国家的统一维护以及对群岛建
设，这就是为何纳土纳群岛相
关问题成为影响印尼与中国双
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印尼官方把纳土纳事件
定位为渔业问题，经济上的‘
海上资源之争’，而非政治上
的‘领土主权纠纷’，旨在淡
化事件的政治意味”，但是这
并非意味着纳土纳群岛问题不
会影响中印（尼）关系的良好
发展，特别是当前印尼国内政
治情势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可 能 会 使 得 这 一 问 题 受 到 影
响，进而进入“曼陀罗”结构
的核心，成为双边关系的绊脚
石。此外，群岛国家的构建中
有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即海

洋的控制权，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何佐科维上台后提出了“全
球海洋支点”的战略。虽然“
全球海洋支点”与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有对接点，但是
有学者对如何对接以及印尼在
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疑问，
特别是几位印尼学者对相关议
程提出了质疑。印尼学者沙菲
雅 · F ． 穆 希 芭 撰 文 说 ： “ 对
东南亚国家来说，困境是存在
的。一方面是担忧发展问题，
小国希望从中国日益增长的提
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获得经济
利益；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
主权事务方面的权衡，因为海
丝 路 将 会 涉 及 到 争 议 区 ， 因
此，一些小国担心中国的海丝
路倡议，可能对它们自己的主
权带来不利影响，忧虑海丝路
对其安全利益带来潜在影响。
此外，一些国家担忧自身对中
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如何平衡，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自
身 日 益 依 赖 中 国 存 在 更 多 担
忧。” 这些都反映了印尼在
与中国合作时，对自身群岛国
家构建、海洋利益等方面的顾
虑。

另外，从印尼外交政策“
曼陀罗”结构的外围来看，从
苏加诺时期的“与实力匹配的
周边安全环境、东南亚地区”
，到苏哈托时期的“东南亚区
域合作、东盟地区组织”，再
到 当 前 印 尼 外 交 政 策 中 的 外
围——“东盟的衍生机制涉及
的国家与地区，更广泛的亚太
地区，充满活力和快速增长的
东亚”与“志同道合的发展中
国家”，这三个时期对东南亚
地区秩序的稳定都十分重视，
不同的只是对地区秩序内涵的
认知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来
说，东南亚无论是从地缘政治
还是经济效益等方面看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东南
亚国家、东盟等地区组织保持
良好关系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因而在维护好东南亚地区秩序
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建设方面，
中印（尼）具有十分广泛的共
同利益。然而相较于中国，东
南亚的地区秩序和东盟对于印
尼来说更为重要，印尼虽然是
新兴中等强国，但作为东南亚
地区大国，印尼必然希望在地
区秩序和东盟等组织中起到主
导 作 用 ， 这 方 面 从 印 尼 历 来
的“曼陀罗” 外交政策结构中
可以看出。因此，中国在这方
面如何与印尼展开合作，才能
使得双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实现共赢，值得思考。虽然中
国积极与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
及东盟开展合作，从经济、安
全等方面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在与东盟
等多边组织来往时，如何在构
建 地 区 安 全 秩 序 中 获 得 主 导
权，如何实现双方平等对待，
这也是中国对印尼等东南亚国
家的外交政策中值得思考的问
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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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
战略文化的视角（二）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