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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佐科政府的“印太愿景”论析 1
刘艳峰：印尼佐科

政府的“印太愿景”论
析

【 内 容 提 要 】 当
前，“印太”地区正演
变成全球地缘战略的下
一个中心，印尼作为东
南亚的地区大国和中等
强国，也对“印太”概
念给予了较大关注。印
尼对“印太”概念的建
构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
为漫长的过程。冷战时
期印尼立足东盟，关注
民族独立与国家强大；
冷战后印尼走出东盟，
开 始 将 目 光 转 向 印 度
洋。2014年佐科政府上
台 后 ， 重 新 重 视 “ 印
太”并推出了具有印尼
特色的“印太愿景”，
这是印尼基于国家利益
考虑、区域合作现实以
及国际战略重心转移大
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当前，佐科政府
主要以维护东盟中心地
位为根本支撑，以环印
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为重
要抓手，通过加强与美
日印澳等大国的接触来
推 进 实 施 其 “ 印 太 愿
景”。尽管印尼的“印
太愿景”与美日印澳等
国的“印太战略”存在
较大差异，但不可避免
地会使印太地区局势进
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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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美国
总统特朗普重新提及“
印太”概念后，日本、
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美国
盟友持续跟进，共同寻
求建构“印太”的地缘
战略意义。目前，这四
国已提出各自的“印太
战略”并进行了互动。
然而，“印太”概念的
建构是持续的政治权力

博弈和人为参与塑造的
结果，并非美日印澳等
国家的专有词汇。事实
上，在印太地区局势发
生变动的背景下，东南
亚中小国家对“印太战
略”的认知、态度和立
场对丰富“印太”概念
有重要意义。例如，东
盟实际领导者印尼已率
先就“印太”概念发表
了看法并致力于推动东
盟形成共同立场。具体
而言，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在2014年10月20
日上台后不久，就对印
太区域建构表现出了更
大的兴趣。2018年1月，
在 印 度 - 东 盟 峰 会 非 正
式会议上，佐科基于“
公开、透明和包容”原
则，明确提出了具有印
尼特色的“印太愿景”
。 在 印 尼 的 主 导 推 动
下，2019年6月23日第34
次东盟峰会正式通过了
反映印尼“印太愿景”
理 念 的 《 东 盟 印 太 展
望》。印尼的“印太”
概念是如何建构和发展
演变的，如何了解和评
估佐科政府提出的“印
太愿景”，其打造“全
球海洋支点”构想与当
前 的 “ 印 太 愿 景 ” 布
局 有 哪 些 关 联 ， 前 景
如何，印尼的“印太愿
景”与美日印澳的“印
太战略”和《东盟印太
展望》有哪些区别与联
系？本文尝试梳理佐科
政府“印太愿景”的缘
起及发展，分析其重视
的原因，探讨其推进举
措及影响，为中国应对
印太地区局势变化提供
参考借鉴。

一、佐科政府“印
太愿景”的缘起及发展

佐科政府提出“印
太愿景”的缘由可追溯
至20世纪50年代初，其
对“印太”概念的建构
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印尼在印太地区经
济和安全发展中具有优
势，但其长期在印太区
域合作中保持着较为低
调的姿态。冷战时期，
印尼的国家政策对内致
力于经济建设，应对各
类内部安全挑战，维护
社会稳定；对外积极促
成东盟的成立与发展壮
大，并逐步确立自身在
东盟的领导地位。冷战
结束后，随着民主政治
体制的巩固和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印尼已经具
备了更加积极地参与区
域合作的能力，不再满
足于东盟的“金丝笼”
，而是力求走出去与更
广阔地区的国家发展关
系。进入21世纪，在全
球战略重心由“亚太”
向“印太”转移和扩展
的背景下，地处东南亚
中心又位于连通太平洋
和印度洋枢纽位置的印
尼，正面临着将自身打
造成印太地区重要区域
大国的机遇。2014年佐
科上台后，印尼重新发
现了“印太”的战略意
义并积极提出具有本国
特色的“印太愿景”,其
印太地区合作目标和思
路也更为清晰。

（一）冷战时期印
尼立足东盟，关注民族
独立与国家强大

印尼对“印太”概
念的建构最早始于苏加
诺政府时期，自那时起
将 自 身 定 位 为 印 度 洋 -
太平洋“两洋”国家。
早在1953年，时任印尼
副总统兼总理的穆罕默
德·哈达就指出，印尼
横跨亚洲和大洋洲，地
处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中
部，地处交通要冲使得
印尼这个群岛成为竞争
缓冲地带和国际航运的
中转站。1957年12月，
印尼政府在《朱安达宣
言》中确定了其群岛国
家的地位以及“两洋战
略”，明确表示要维护
印太安全利益。但这一

时期印尼对“印太”概
念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其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
其国家和区域利益。印
尼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不
允许也不接受其他任何
国家主导可能危害其国
家利益的双边或多边区
域建构。在此情形下，
印尼拒绝接受1950年菲
律 宾 发 起 的 “ 碧 瑶 会
议”、1955年美国主导
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和1961年马来西亚、泰
国和菲律宾共同发起成
立的“东南亚联盟”等
早期的地区性同盟，这
些 组 织 都 被 印 尼 认 为
是 亲 西 方 或 反 共 产 主
义。1963年菲律宾倡导
的“马菲印尼联盟”区
域合作尝试尽管最初得
到了印尼的支持，但后
来也因印尼对马来西亚
采取对抗政策而以失败
告终。

印尼转而积极塑造
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区

域秩序，这一时期印尼
成功主办了首届亚非会
议，同时促成了东盟的
成立和发展壮大。一方
面，印尼将重点转向了
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尝
试将印尼塑造成第三世
界争取民族独立及反对
殖民主义的领袖。1955
年 4 月 ， 时 任 印 尼 总 统
苏 加 诺 联 合 中 国 、 印
度、缅甸等国在印尼的
万隆召开了首届亚非会
议，使印尼以全新的姿
态登上了世界舞台，在
亚非发展中国家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时任印尼
总理阿里曾评论说：“
正是由于万隆会议，印

尼很快在世界政治舞台
上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
位。”另一方面，印尼
积极推动促成了东盟的
成立与发展壮大。在美
苏冷战对峙的背景下，
东南亚各国都担忧美、
苏等大国介入该地区可
能损害来之不易的独立
和主权。于是1965年苏
哈 托 政 府 开 始 引 领 并
积 极 推 动 区 域 合 作 建
设 。 1 9 6 7 年 3 月 ， 时 任
印尼外长马力克正式提
议建立一个新的区域合
作组织，尽管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
宾等国对该提议看法不
一，但基于渴求区域独
立自主的共同愿望最终
仍然选择接受。1967年8
月，印尼与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等五国外长在曼谷共同
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
盟成立宣言》，东盟自
此诞生。由于在促成东
盟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