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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和发展中的中
印尼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中国奉行新的外交方针，日
益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和多边
外交，印尼也在地区和全球
事务中谋求更重要的地位，
两 国 在 多 边 平 台 上 相 互 支
持 。 鉴 于 印 尼 与 中 国 恢 复
关 系 的 初 衷 是 经 贸 合 作 ，
与 中 国 经 济 建 设 中 心 任 务
不谋而合，两国在经贸领域
合作顺畅。1998 年印尼受
亚洲金融危机和政权更迭双
重冲击，与西方关系紧张，
亟需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和
资金援助。中国向印尼提供
经济援助并重点发展经贸关
系，帮助印尼度过难关，印
尼精英阶层对中国的信任快
速 提 升 ， 双 边 关 系 不 断 升
温。2005 年前后，中国提出
和平发展战略和“睦邻、安
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
印尼政治稳定且面对较宽松
的国际环境，这为两国加强
合作提供了历史最佳时机。
中印尼两国升级为战略伙伴
后，合作领域空前拓展，印
尼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大幅提
升。

( 一) 恢复与调整期间
的经贸与多边合作( 1990
－1998)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面对两极格局解体和
西方对华制裁，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
所作为”的外交方针。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将第三世
界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东南亚国家作为周边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在
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不
断上升，由此也提升了印尼
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
同时，中国全方位外交又尤
其重视参与国际组织，愈益
通 过 多 边 外 交 舞 台 走 向 世
界。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中国希望与印尼发展友好关
系并加强多边外交联系。印
尼也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多边
渠道而不只是双边平台接触
中国，一方面由于苏哈托政
府谋求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
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另一
方面也表现出印尼对中国的

信 任 度 还 需 提 高 。 印 尼 关
注的柬埔寨问题、禁止核试
验、反对美国的人权压力、
建立新型南北关系、促进南
南合作等国际议题，都是基
于联合国、东盟、不结盟运
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
台的，希望中国在这些场合
支持印尼。在这个阶段，两
国 多 边 外 交 方 面 的 合 作 较
多，如印尼支持中国恢复关
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 印尼
在第四十八届联合国人权会
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中支
持中国立场; 1992 年印尼任不
结盟运动轮值主席时接纳中
国成为观察员国。中国与印
尼在东盟平台上的互动更加
密切，如中国受邀参加东盟
地区论坛; 1996 年印尼任轮值
国主席期间接纳中国成为东
盟全面对话国; 1997 年中国与
东盟举行首次首脑会晤，并
参加了首次东盟“10+3”领
导非正式会议。

这个阶段两国双边合作
最为显著的成就体现在经贸
领域。经贸合作不仅是印尼
恢复对华关系的初衷，也是
中国进行国内经济建设的主
线。1987－1997 年间，印尼
对中国的年平均出口额为 12
．17 亿美元，中国是印尼第
五大出口贸易伙伴， 在中印
尼贸易中，印尼一直处于顺
差地位。印尼还希望与中国
发展投资、技术转让等全面
经贸关系，尤其是在能源和
农业领域的合作。两国签署
了关于成立经济、贸易、技
术合作联委会的谅解备忘录
( 1991 年) 、地质矿产合作谅
解备忘录( 1991 年) 、促进和
保护投资协定( 1994 年) ，建
立了经贸和技术合作联委会
会议机制。1996 年印尼首次
在中国举行经贸投资展览洽
谈会。这些举措为下一个阶
段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 二) 亚洲金融危机后
的信任重建( 1999－2004)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
席卷印尼并导致政治地震。
印尼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提
供的 150 亿美元贷款，但同
时也被迫接受其附加的严苛
的政治条件。由此，印尼对
外政策目标发生较大变化: 一
是寻找资源尽快恢复经济并
偿还援助款; 二是获取政治
支持抗衡西方的干预。在后
一个方面，美国指责印尼的
人权情况、干涉马六甲海峡
管辖权，澳大利亚支持东帝
汶独立威胁到印尼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西方国家的干涉
行为使印尼精英失望沮丧。
与美国相反，中国在维护主
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和
霸权方面支持印尼 逐渐推动
印尼精英形成一种共识 即发
展对华关系是制约美国霸权
的一种方式。因此在这个阶
段，印尼与中国的互动围绕
着借助中国制衡西方政治压
力和恢复印尼经济两条主线
展开。

在 中 国 进 一 步 融 入 世
界、开拓周边，而印尼致力
于民主转型和经济复兴的背
景下，两国国家利益和外交
政策的交汇点有所增加，中
印尼政治经济关系在双边和
多 边 两 个 领 域 同 时 向 前 推
进。在双边领域，印尼通过
减少对印尼华人的政治歧视
而改善对华关系。哈比比政
府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吹响印
尼华人平权改革的前奏。瓦
希德总统对恢复华人权利及
对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就职后将中国定为首个正
式出访的国家，并解禁了中
文、孔教和春节。梅加瓦蒂
总统延续对华友好的路线，

中国成为她出访的第一个非
东盟国家。她支持印尼发展
中 文 教 育 和 中 国 学 研 究 机
构，宣布春节为全国公共节
日。中国也多次公开支持印
尼维护领土和主权，反对西
方对印尼的干涉，如 2001年5 
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方
面与巴布亚分离分子保持距
离; 2004 年中国发声反对美国
插手马六甲海峡巡逻; 中国对
东帝汶人权干预的谨慎反应
也得到印尼的尊重。      

台上加强合作。印尼作
为东盟非正式领导国，对中
国和东盟关系的快速深化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金融
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对东南亚经济体给予援助，
使 “ 中 国 威 胁 论 ” 不 攻 自
破，接受中国在地区秩序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东盟国
家的共识。在东盟“10+3”
清 迈 倡 议 下 印 尼 与 中 国
签 订 了 央 行 间 货 币 互 换 协
议。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决定 2010 年建立自贸区。
同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2003 年印
尼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
条约》。

经济援助和经贸合作是
中印尼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中国向瓦希德政府提供
了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和贷
款。梅加瓦蒂任期内，中印
尼在能源合作上取得丰富成
果，并开启了基础设施合作: 
2002 年两国成立能源论坛，
印尼获得 100 亿美元的福建
液化天然气项目大单; 中国参
与泗马大桥项目建设并提供 
45%的资金，这是当时中国
参与的印尼基础设施项目中
最大的一个。

尽 管 这 个 阶 段 两 国 关
系有较大的提升，但印尼政
局 不 稳 仍 是 重 要 的 制 约 因
素。瓦希德时期执政联盟不
稳固，导致一系列彻底的改
革举措在议会遭遇阻力。瓦
希德提出的撤销印尼共产党
禁令和建立彻查“九卅”事
件的和解委员会的议案都没
有被议会通过。因中途被弹
劾下台，他雄心勃勃的以印
尼、中国和印度为支柱的亚
洲外交新构想也付之东流。

( 三) 开启全方位合作
的战略伙伴( 2005－2012)

2005 年以胡锦涛总书
记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领导
集 体 确 立 了 “ 和 平 发 展 ”
国 家 战 略 及 “ 和 平 发 展 合
作”的外交方针，强调以中
国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并
促进与各国共同发展。胡锦
涛 在 访 问 印 尼 时 强 调 ， 中
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
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
交政策。2006 年中国正式
提出“大国是首要，周边是
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的总体外交布局。印尼既是
周边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外交版图中处在十分
重要的位置。中国提升与印
尼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势在必
行 。 另 一 方 面 ， 印 尼 基 本
走 出 了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的 阴
影; 苏西洛成为首位直选总
统，印尼民主政治建设进入
巩固时期。对内，苏西洛政
府出台了《2005－2025 年长
期发展计划》以及相关 5 年
发展计划、《2008 年国防白
皮书》等政策文件，大力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印
尼凭借参与全球反恐战争和
推动民主政治进程，改善了
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
系，2005 年恢复与美国的军
事合作，2006 年提前还清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
加入 20 国集团，标志着印尼
向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大步
迈进。面对较为宽松的国内
外环境，苏西洛政府在对外
政策上更加自信和开放，自
主地追求一系列重要战略目
标。但同时印尼也面临着一
种全新的体系压力，即 随着
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推行亚
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中
出现了在亚太地区竞争影响
力的苗头，印尼需要处理美
国方面选边站队的要求。苏
西洛实施“千友无敌、动态
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战略，
推行大 国平衡外交，与中
美两个大国保持等距离双边
接触，并将其他主要大国拉
进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中， 
力图维持亚太均势。2005 年
苏西洛提出东亚峰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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