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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战略”拉开距离的谨
慎与协商一致的态度。
从共性来看，它们都有
对中国的影响力进行防
范与遏制的意图，但程
度有所不同。作为主导
推动者，印尼的“印太
愿景”的主要观点和看
法更多地反映到了《东
盟印太展望》中，因此
两者有紧密的联系性。

二 、 佐 科 政 府 重
视“印太”的多种因素 

佐 科 政 府 上 台 后
提出打造具有印尼特色
的“印太愿景”具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和推进基
础。当前，佐科政府之
所以重视“印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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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国家层面
看，“印太”概念凸显
了印尼的地缘优势，体
现了其在区域合作中的
大国地位和存在价值是
佐科政府关注“印太”
的直接原因。其一，提
升国家地位。印尼认为
自身地处印太地区的中
心地位，因此非常适合
谈论“印太概念”。正
如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主任苏克马所认为
的，佐科政府时期的印
尼 已 经 不 再 像 以 前 那
样“在两块礁石之间划
船 ” ， 而 是 “ 在 印 度
洋 - 太 平 洋 两 大 洋 中 航
行”。也正如印尼国际
关系专家安瓦所说：“
正在崛起的印尼敏锐意
识到自身在印太地区的
战略枢纽价值，有助于
其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大影响力。”作
为东盟的实际领导者，
以及横跨两大洋的群岛
国家，印尼希望通过推
动构建印尼版本的“印
太”概念来恢复和加强
自 己 在 地 区 和 国 际 社
会中的地位。在印尼看
来，率先推动“印太”
概念有助于把自身放在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
的中心位置，从而可以
在印太区域框架下发挥
主 要 大 国 的 作 用 。 其
二，增加经济利益。“
印太”概念将印尼置于
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地
区的中心，有助于印尼
吸引本国亟需的大量外
资，并能够有力地维护
国家主权和利益。尽管
印尼排斥大国在印太地
区的战略竞争，但其乐
见大国在该地区的经济
竞 争 ， 认 为 这 有 助 于
它从大国经济竞争中获
利。前印尼总统苏西洛
就曾表示，“尽管东南
亚曾被域外大国冲突撕
裂，但大国为了贸易和
投资而在地区展开经济
竞争是一件好事。我们
喜欢它，也欢迎它。”
佐 科 政 府 已 明 确 将 外
国投资确定为实现“全
球 海 洋 支 点 ” 战 略 构
想的关键，其在2014年
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就明确
表示，“印尼欢迎各国
投资，我们在等你们的
投资。”随着印尼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其可能
在2030年左右成为全球
第五大经济体。其三，
获取战略利益。从战略
目标来看，印尼致力于
在强化东盟中心地位的
同时，将自身打造成印
太地区海上强国。2014
年10月印尼总统佐科上
台后致力于海洋强国建
设，推出的“全球海洋
支点”战略就明显包含
着“向西看”的倾向。
在过去，印尼外交政策
的核心关注点主要是东
盟和太平洋，通过东盟

建立了一系列区域合作
机制并成功成为东盟实
际的领导者。佐科上台
以后开始重视印度洋，
力求将印尼打造成印度
洋 - 太 平 洋 海 上 强 国 ，
重塑印太地区的海洋秩
序。

第 二 ， 从 区 域 层
面看，佐科政府重视“
印太”概念意在维护东
盟中心地位，防止大国
之间的战略竞争。一是
印尼旨在维护东盟中心
地位。在美国等西方大
国推出“印太战略”、
印度推出“东向行动政
策”以及中国推进“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的 背 景
下，长期处于区域合作
主导地位的东盟面临被
边缘化甚至卷入大国竞
争 的 风 险 。 在 此 情 形
下 ， 作 为 东 盟 “ 领 头
羊”的印尼选择化被动
为主动，通过积极参与
印太地区合作以维护东
盟在地区事务中的“驾
驶员”地位。印尼海洋
事务统筹部长鲁胡特·
班查伊丹就直言不讳地
表示：“印太是一个正
在形成中的地区，该地
区未来的力量平衡取决
于美国、中国、日本和
印 度 等 主 要 大 国 的 行
动，但印尼等东南亚国
家的反应也非常重要。
印尼是东盟的实际领导
者，地理位置独特，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没有
印尼参与的印太合作是
不可想象的。”印尼学
者迪诺·帕蒂·贾拉尔
也呼吁东盟“在印太地
区发挥领导作用”，并
努力确保东盟在地区关
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保

持其核心作用。二是印
尼 代 表 东 盟 提 出 一 种
不同于中国和美日印澳
等国的印太合作概念，
也是为了避免印太地区
的大国战略竞争。正如
前印尼外交部长阿里·
阿拉塔斯所言：“印尼
地处连通印度洋和太平
洋的枢纽位置决定了其
无法将美国、中国、印
度、日本等大国赶出东
南亚地区。要确保印尼
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好的
选择是使大国在东南亚
的力量相互制约达到彼
此制衡。”东盟通常被
视为东盟成员国及域外
大国信任的“中立者”
，这使得其印太区域合
作 建 议 更 有 可 能 被 接
受。此外，印尼的“印
太愿景”有深刻的历史
渊源，在美国推动“印
太战略”的契机下，才
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一
方面显示印尼的“印太
愿景”并非美国的“印
太战略”，但另一方面
揭示了它之所以在此时
被东盟接受并出台了《
东盟印太展望》，主要
是因为印尼的积极推动
并及时将其态度、观点
投 射 到 东 盟 这 一 平 台
上，尽管这两者拥有不
同的内容与目标，但也
显示了东盟对美国“印
太 战 略 ” 的 呼 应 。 总
之，佐科政府重视“印
太”概念显示了印尼作
为东盟领导者因应地区
局势变动而积极维护东
盟团结并引导印太地区
形势朝着健康稳定方向
发展的努力。

第 三 ， 从 国 际 层
面 看 ， 中 印 的 共 同 崛
起 与 美 国 推 出 “ 印 太
战 略 ” 等 印 太 地 区 局
势 变 动 是 佐 科 政 府 重
视“印太”的大背景。
在印尼看来，伴随着在
印太地区的崛起，中国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在南海问
题上也展现出日益自信
的姿态。虽然印尼在南
海问题上一直试图扮演

调停者角色，但其声称
与中国存在管辖海域重
叠，近年来双方就纳土
纳群岛附近的捕鱼问题
频频发生口角。与印尼
一样，印度对中国不断
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也
抱有戒心。印度总理莫
迪 上 台 后 将 “ 东 向 政
策”升级为“东向行动
政策”，致力于走出印
度洋并向太平洋地区延
伸，重视与东南亚国家
的联系并强化在东南亚
和太平洋的地区存在，
进而向世界大国目标迈
进。印尼认为，中印的
战 略 动 向 加 剧 了 印 度
洋 -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竞 争
态势。与此同时，美国
及其盟友也不断介入。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
面临社会阶层固化、文
化分裂、发展内劲不足
等国内治理问题，在国
外也受到地缘、经济安
全和新兴大国崛起挑战
等困扰，这导致了美国
的实力衰落和领导力下
降。相反，中国的综合
实 力 稳 步 提 升 ， 这 引
起 了 美 国 的 恐 惧 与 反
思。2019年1月3日，在
第 1 1 6 届 美 国 国 会 会 议
上，议员和专家学者普
遍认为美国政府在过去
25年内的对华外交政策
是失败的，并建议特朗
普政府对外交政策做出
改变，重新了解中国并
将中国作为唯一的战略
竞争对手。为此，特朗
普 总 统 上 台 后 宣 布 推
出“印太战略”，其国
家安全战略无意在印太
地区割让空间，并迫使
中国尊重和承认美国是
强大的主导力量、对稳
定世界关键地区及确保
空中、海上、太空、网
络等公地自由与开放负
有责任，使中国确信在
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
中根本无法取胜。随着
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
等国也积极予以跟进，
印太地区局势进一步复
杂化。在印太地区大国
博弈日趋激烈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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