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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词，他赞颂“中国和印
尼关系发展，如同美丽的梭
罗河一样，越过重重山峦奔
流向海，走过了很不平凡的
历程”。本文在回顾中印尼 
70 年外交关系的互动和演
变的基础上，提出因为中印
尼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
性，所以要从国家间关系、
华人问题和意识形态的不可
分割性来看待两国关系，进
而形成一种分析两国关系的
思路，即两国关系的基本框
架(主题和重心) 是由中国对
印尼的政策和印尼对华政策
的交集而定。其中，中国对
印尼的政策方向需要放在中
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思路和层
次中理解，系统性和稳定性
较高; 印尼的对华政策目标在
两国交往的大部分时间中是
对国外压力和体系压力的反
应，系统性和稳定性较低。
在两国关系的主题和重点确
定后，两国交往的行动( 具体
政策措施和历史时间节点) 主
要受到变动中的印尼国内政
治的影响，具体是指执政联
盟的稳固性和广泛性规定或
制约了印尼使用对外政策工
具的范围和时机。

依 据 上 述 框 架 ， 本 文
将中印尼 70 年外交关系史
分为 3 个时期及 6 个阶段。
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新
兴 民 族 主 义 国 家 的 干 预 是
理解新中国与苏加诺时期的
印尼在政治伙伴阶段( 1950
－1965) 形成相互支持关系
的重要背景。由于亲美的印
尼 军 人 集 团 上 台 ， 两 国 外
交关系进入冻结阶段( 1967
－1989) 。20 世纪 70 年代随
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印尼政
府获得了缓和对华关系的国
际环境。80 年代，中国的改
革开放与独立自主和平的外
交政策与印尼追求稳定和发
展的方向一致，两国逐渐放
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冷
战结束以后，中印尼关系在
一个大致缓和的国际环境下
持续向前发展，两国的成长
进程相互叠加，政策与利益
的交汇点日益增多，合作领
域和层次双双拓展，但两国
之间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分
歧和矛盾。在调整和发展时
期( 1990－2012) 的第一个阶
段，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的邦交关系恢复和调整阶段
( 1990－1998) ，两国都关注
后冷战时代及国际新格局下
的政治经济地位，双方在努
力克服意识形态分歧、坚持
睦邻友好的大框架下，重视
发展经贸合作，加强在多边
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在重建
信任阶段( 1999－2004) ，由
于印尼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政
权更迭的双重冲击，与西方
关系骤然紧张。中国向前后 
3 届印尼政府( 哈比比、瓦希
德和梅加瓦蒂) 提供亟需的经
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使印尼
对中国的信任快速提升，为
下一个阶段( 2005－2012) 的
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第三个阶段，新的中
国领导层确立“和平发展”
国家战略，推行“睦邻、安
邻、富邻”周边外交; 印尼
也进入民主巩固和经济发展
的重要时期，两国战略与利
益愈益汇合，双方进行全方
位合作，经贸和防务合作有
较快发展，印尼社会对中国
的好感度快速提升。两国关
系进入新时代( 2013－2020) 
以来，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
下，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东
南亚在周边外交布局中的重
要性，印尼成为中国对东南
亚次地区外交的首要对象和
中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的重要伙伴; 印尼佐
科政府为推动实现海洋大国
战略目标，同时因国内改革
发展需要，主动寻求对华务
实合作，在两国关系历史上
首次实现了战略对接。

中印尼外交关系的 3 个
历史时期之间的一致性( 继
承) 和差异性( 变化) ，可进
一步展示本文分析框架的说
服力。在冷战时期，以 1965 
年“九卅”事件和 1967 年
外交关系冻结为分界点，两
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出现了
对抗。在外交方针或路线南

辕北辙的背景下，相互身份
认知、意识形态、华人问题
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作用也几
乎完全相反。但在后一个阶
段，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整个 80 年代，中国提出“和
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
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政策，推行睦邻友好周边外
交，在外交实践中以国家利
益为导向，努力克服意识形
态等因素的干扰，推动实现
了中印尼关系正常化。这在
后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得到了
继承和发展。印尼改善对华
关系的进程因国内政治和国
际形势的原因而出现了滞后
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
了意识形态分歧，促使两国
外交关系走向缓和。1990 年
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发
展合作”的外交方针和“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
外交方针指导下，推行睦邻
外交，印尼成为中国周边外
交和东南亚区域外交的重点
对象。印尼经历了亚洲金融
危机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双重
洗礼，在外部压力缓减和体
系压力上升的情况下，日益
走向地区大国外交、大国平
衡外交，对华合作亦日益积
极。在这个重要的调整和发
展时期，中印尼的政策和利
益汇合点趋于增多，中国更
多地提供合作和机遇的“红
利”。进入新时代以来，中
国外交政策、地区政策和印
尼政策均在原来基础上呈积
极 的 正 向 发 展 趋 势 ， 如 坚
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
交方针和“亲诚惠容”周边
外 交 理 念 ， 将 印 尼 视 作 周
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的最优先对象，从而在外交
方向和政策实践上均最大程
度 地 体 现 了 继 承 性 与 创 新
性。印尼进入地区大国外交

和海洋大国外交时期，表现
出更加积极而自信的外交形
象，愈益将中国视为机遇和
伙伴。总体上，在冷战结束
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中印
尼关系的继承性均大于变革
性，这反映在 3 个方面: 一
是两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地
区政策、国别外交政策相互
促进，二是两国合作领域和
层次不断增加，三是双边关
系的问题新老相接且交互纠
缠，如钟万学事件所体现的
华人问题与政党政治和宗教
因素的复杂互动。变革性也
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印尼双
双迈向大国的抱负与步伐、
两国的战略对接、双边及第
三方和地区事务合作的领域
和层次，是前一个时期所未
有的。3 个历史时期之间的继
承性与变革性与中印尼两国
均处于成长期密切相关。双
方从独立到发展，再到成为
地区大国，并争取成为世界
性大国，同时拥有成长的抱
负和成就，也同时经历成长
的烦恼和挫折，而这正负两
个方面的因素会不时地交叉
或叠加，对两国关系有着或
显或隐的巨大影响。中印尼
在成长的过程中，相生相处
相容相伴，大致找到了双边
关系的一种舒适交往模式。

本 文 提 出 的 分 析 框 架
对于未来中印尼关系的走向
具有政策参考意义。对于两
国关系的基本框架，鉴于印
尼将中国视为在各方面制衡
美国的力量，美国对印尼、
东盟、南海沿岸国家或伊斯
兰世界施加压力，只会增强
印尼国内的反美情绪，使印
尼在政治上向中国靠近。中
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
念，妥善处理与印尼之间的
问题、分歧和矛盾，提升政
治互信与合作水平。当前，
中国与印尼之间实质的国家
利益争议只有纳土纳海域专
属经济区重叠一项，中国应
妥善地与印尼一道界定此问
题的性质、控制此问题的社
会影响，而不能让资源分配
问题危害两国的互信。

对 于 两 国 关 系 基 本 框
架下的操作问题或政策实践( 
具体措施和时间节点) ，中国
应该对印尼国内政治的规则

和动态加深理解与掌握，这
有助于优化双方合作的方式
方法。中国要认识到，在印
尼执政联盟的政治反对派挑
战对华合作的动因中，国家
利益只占一小部分，主要原
因往往是华人问题、身份政
治问题、宗教因素和意识形
态等印尼本国的历史遗留问
题，亦即“国家间关系、华
人问题和意识形态三者间的
不可分割性”。中国政府、
高校和研究机构、媒体、民
间团体应针对上述问题与印
尼学界和社会一起，共同致
力于释疑与和解工作，在较
长时间内用“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消解印尼历史上的涉
华遗留问题，消除印尼社会
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本 文 的 分 析 框 架 仅 仅
是理解中印尼关系变迁的一
种 思 路 ， 为 了 论 述 的 清 晰
性，不免淡化了一些因素的
作 用 ， 如 领 导 人 的 个 性 特
征，而这些因素在其他解释
思路中或许是必要的，也是
十分重要的。最后还要特别
指出，自 1990 年复交以来
中印尼关系持续而稳步地向
好发展，有 3 个因素起到了
重要作用: 其一，两国在长
期交往中都在不断摸索相处
之道，寻找让对方舒适的交
往方式，如前文提到的信任
重建阶段两国共同处理贸易
摩擦。其二，两国政策和利
益的交汇点不断增多，这既
来自于两国成长过程中的战
略抱负、身份定位和现实需
要，也在于后两个历史时期
各个阶段两国领导人的战略
视 野 、 政 治 意 志 和 外 交 风
格。其三，中国外交政策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中国在与印尼交往
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贯 彻 “ 与 邻 为 善 、 以 邻 为
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才能
使印尼逐渐放下长期以来的
历史心结，致力于恢复和重
建两国互信，提升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特别是在国际政治
秩序和印尼内政都充满不确
定性的时刻，中国周边外交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
中 印 尼 关 系 的 未 来 至 关 重
要。（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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