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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应 增 加 军 费 ， 推 动
国 防 工 业 发 展 ， 更 新
军 事 装 备 ， 推 动 军 备
的 国 有 化 与 现 代 化 ，
建 立 强 大 且 有 竞 争 力
的 国 防 工 业 ， 实 现 国
防 工 业 自 立 及 国 防 实
力增强。

（ 二 ） 防 务 内
容：从着重“逐岛内
部防御”转向“全面
向外防御”，建立总
体战略防御体系

为 了 有 效 应 对 外
来 威 胁 ， 佐 科 政 府 发
展 了 总 体 防 御 战 略 思
想 ， 即 动 员 所 有 的 民
众 及 其 他 资 源 形 成 遍
布 整 个 国 土 的 防 御 格
局 。 总 体 防 御 体 系 整
合 军 事 防 御 与 非 军 事
防 御 ， 涉 及 全 国 的 公
民 、 区 域 与 资 源 。 为
防 止 民 众 受 到 恐 怖 主
义 与 极 端 主 义 影 响 ，
提 出 培 养 负 责 任 公 民
的 任 务 。 佐 科 政 府 号
召 所 有 民 众 有 权 利 与
责 任 参 与 印 尼 的 安 全
防 御 ， 提 出 全 民 军 训
的 国 防 计 划 ， 拟 在 未
来 十 年 内 完 成 一 亿 人
武 装 化 的 理 念 ， 培 植
民 众 的 爱 国 主 义 与 民
族 主 义 。 佐 科 政 府 主
张 构 建 综 合 防 务 ， 通
过 协 调 与 整 合 印 尼 国
民 军 （ T N I ） 为 代 表
的 军 事 防 御 力 量 及 其
他 部 门 与 地 方 政 府 为
主 的 非 军 事 防 御 力 量
共 同 应 对 不 同 威 胁 。
面 对 军 事 威 胁 ， 把 印
尼 国 民 军 作 为 主 要 防
御 力 量 ； 面 对 非 军 事
威 胁 ， 把 国 防 部 以 外
的 其 他 部 门 及 地 方 政

府 作 为 主 要 的 防 御 力
量 ； 面 对 复 合 威 胁 ，
根 据 国 家 政 治 决 定 ，
考 虑 综 合 使 用 军 事 及
非 军 事 力 量 。 加 强 军
事 部 门 、 非 军 事 部
门 及 情 报 与 反 间 谍 等
部 门 的 协 调 ， 提 升 办
事 效 率 与 机 构 反 应 能
力 。 通 过 制 定 分 层 防
御 ， 借 助 全 面 与 整 体
的 方 式 应 对 事 实 与 非
事 实 威 胁 ， 同 时 运 用
军 事 与 非 军 事 防 御 手
段 预 防 任 何 威 胁 。 增
强 防 御 部 门 管 理 ， 重
组 与 重 建 防 御 机 构 的
方 式 实 现 整 合 国 家 防
御力量。

（ 三 ） 防 务 目 标 
：从基于陆地防务转
向基于海洋防务，重
点强化印尼海上防御
力量，实现中等海洋
强国目标

早在2014年底，佐
科 提 出 “ 海 洋 支 点 ”
议 程 时 就 直 言 重 点 是
巩 固 海 洋 安 全 。 佐 科
在2014年缅甸内比都东
亚 峰 会 发 表 的 主 题 演
讲 中 提 到 ， 印 尼 有 必
要 也 有 责 任 建 立 强 大
的 海 上 防 御 力 量 ， 不
仅 维 护 海 洋 主 权 和 财

富 ， 还 要 保 障 航 运 和
海 上 通 道 安 全 。 内 阁
秘 书 安 迪 • 维 贾 扬 托
表 示 ， 印 度 尼 西 亚 将
把 国 防 重 点 转 移 到 海
上 ， 海 上 防 御 将 是 海
岸 警 卫 队 和 海 军 的 结
合 ， 作 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群 岛 ， 印 尼 的 巡 逻
船 和 战 斗 船 的 数 量 将
显 著 增 加 。 佐 科 政 府
强 调 运 用 综 合 路 径 加
强 陆 海 空 领 土 安 全 ，
重 点 是 保 障 海 洋 安
全 。 “ 领 土 安 全 的 改
善 是 通 过 海 上 力 量 的
部 署 来 进 行 的 ， 这 种
部 署 能 够 到 达 最 外 围
的 岛 屿 ， 并 有 效 地 维
护 海 洋 领 土 国 家 管 辖
的 主 权 ， 其 目 的 是 能
够 监 测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地 区 的 安 全 。 ” “
通 过 部 署 空 中 力 量 来
改 进 空 中 领 土 安 全 ，
以 此 来 支 持 印 尼 陆 地
和 海 洋 领 土 边 境 安
全 。 通 过 无 人 机 系 统
来 改 进 空 中 监 视 和 侦
察 能 力 ， 监 控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领 土 的 安
全 。 ” 因 此 ， 与 苏 西
洛 政 府 时 期 相 比 ， 佐
科 政 府 更 为 重 视 海 空
军 建 设 ， 突 出 海 空 军

对 国 家 安 全 的 支 撑 作
用 。 佐 科 政 府 希 望 通
过 积 极 有 为 的 防 务 政
策 与 实 践 不 仅 使 印 尼
维 持 必 需 的 最 基 本 防
御 力 量 ， 且 增 强 印 尼
作 为 世 界 海 洋 大 国 必
备 实 力 及 印 尼 的 海 洋
力 量 赢 得 东 亚 国 家 的
尊重。

（ 四 ） 防 务 合
作：从广泛的国际合
作转向注重印太海域
合作

佐 科 政 府 上 任
后 的 防 务 政 策 继 承 了
其 前 任 重 视 国 际 合 作
的 特 点 ， 如 2 0 1 6 年 发
布 的 《 国 防 白 皮 书 》
继 续 重 视 防 务 的 双 边
及 多 边 国 际 合 作 。 双
边 合 作 是 指 推 进 防 务
外 交 ， 构 建 信 任 措
施 ， 开 拓 和 平 途 径 应
对 安 全 问 题 ； 多 边 合
作 体 现 在 区 域 层 面 加
强 与 东 南 亚 国 家 在 东
盟 框 架 下 国 防 合 作 ，
在 全 球 层 面 大 力 支 持
国 际 对 话 论 坛 、 联 合
国 等 主 导 的 世 界 和
平 运 动 与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 但 同 时 ， 佐 科 政
府 出 于 对 安 全 威 胁 来
源 的 新 认 知 ， 在 实 践
中 更 加 注 重 推 进 印 太
海 域 的 合 作 。 “ 印 尼
视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这
两 个 大 洋 是 一 个 地 理
战 略 舞 台 ， 必 须 确 保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不 成
为 自 然 资 源 竞 争 、 领
土 冲 突 和 海 洋 霸 权 的
竞 技 场 。 ” 重 新 定 位
地 缘 政 治 角 色 与 成 为
印 度 洋 与 太 平 洋 的 “
走 廊 ” 及 “ 守 门 者 ”

的 国 家 雄 心 是 印 尼 防
务 政 策 关 注 要 点 。 为
此 佐 科 政 府 提 出 印 尼
的 “ 印 太 ” 理 念 ， 极
力 推 动 东 盟 及 印 太 区
域 其 他 国 家 接 受 其 主
张。

三 、 佐 科 政 府 防
务政策调整对中国印
尼防务合作的影响

（ 一 ） 为 中 印 尼
防务合作提供机遇

首 先 ， 佐 科 政 府
防 务 政 策 的 重 要 目 标
是 重 建 海 洋 强 国 ， 服
务 国 家 发 展 的 “ 全 球
海 洋 轴 心 ” 目 标 ， 这
与 中 国 “ 2 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有 着 契 合
之 处 。 “ 其 次 ， 佐 科
政 府 强 调 以 国 防 工 业
现 代 化 、 军 事 实 力 为
支 撑 的 防 御 政 策 为 扩
大 两 国 防 务 产 业 合 作
提 供 良 机 。 最 后 ， 佐
科 政 府 防 务 政 策 强 调
维 护 海 洋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 有 利 于 推 动 印 尼
与 中 国 的 海 上 安 全 合
作。

（ 二 ） 深 化 中 印
尼防务合作面临的挑
战

佐 科 政 府 防 务 政
策 的 调 整 虽 然 给 中 印
尼 防 务 合 作 的 发 展 带
来 一 定 的 机 遇 ， 但 同
时 其 政 策 中 所 包 涵 的
民 族 主 义 因 素 及 印 太
理 念 对 中 印 尼 防 务 合
作 的 深 化 有 着 现 实 或
潜在的负面影响。

首 先 ， 佐 科 政
府 总 体 战 略 防 御 体 系
思 想 带 有 全 民 理 念 ，
有 导 致 国 内 民 族 主 义
膨 胀 的 可 能 ， 某 种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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