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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个
中等强国，印尼以东盟
领导者自居，注重在东
盟框架下开展外交。在
佐科执政后，印尼通过
实施“全球海洋支点”
战 略 来 实 现 海 洋 强 国
梦，加强了利用东盟的
集体主义来开展外交。
在对待在纳土纳争议海
域问题上，印尼认为争
议海域是不容谈判的主
权问题。在保持“全球
海洋支点”战略与“一
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基
础上，印尼通过加强军
事存在、国际仲裁和大
国平衡等方式维护印尼
的海洋利益。为了获得
东盟国家的对纳土纳争
议海域的支持，印尼传
统的对南海问题的“中
立政策”逐步偏倚，纳
土纳问题日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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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土纳群岛由154个
岛屿组成，位于印尼西
北部，距离南沙群岛最
南端约500公里。分布在
26.2万平方公里的水域
内。1980年，印尼宣布
设立专属经济区，与中
国“九段线”有五万公
里的重叠海域。为了使

得重叠海域的合法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印尼把重叠部分海域改
名为“纳土纳海”。随
之，我国与印尼关于纳
土纳重叠海域的纷争拉
开 序 幕 。 1 9 9 6 年 5 月 ，
我国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于领海基线的声
明》，对所谓“纳土纳
海”重叠海域表达了我
国的反对意见。印尼官
方坚持的基本观点是，
中国的“九段线”坐标
不明确，违反了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自2009年起，印尼多
次 向 联 合 国 表 达 其 立
场 。 在 2 0 2 0 年 6 月 ， 印
尼再次向联合国提出申
诉，要求联合国从国际
法角度承认印尼对纳土
纳争议海域的合法化。
同时，又成立印尼海洋
部队，加大对争议海洋
的武装压力。当前印尼
对纳土纳争议海洋的不
断 索 取 ， 是 佐 科 政 府
构建海洋强国的重要体
现，也是中等强国之路
的重要一环。

一、印尼中等强国
身份的身份界定

（一）中等强国
中 等 强 国 也 被 认

为是中等国家，必须具
备国家主权属性。国内
外学术界关于中等强国
界定的标准很多，既有
政治学和社会心理等定
性界定，也有量化等测

算 ， 各 种 标 准 纷 繁 复
杂，甚至相互冲突。作
者根据国际关系的现实
主义角度，认为可以把
中等强国的界定综合为
三大标准：其一，国家
面积大小，即某一国家
领土面积处于在哪些范
围 内 可 以 算 是 中 等 强
国；其二，国家的物质
实力。包括人口、经济
实 力 和 军 事 实 力 在 全
球 的 排 位 ； 其 三 ， 国
际影响力，即某一国家
在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的 话 语 权 大 小 。 就 印
尼 而 言 ， 面 积 1 9 1 万 平
方公里，全球排名第15
位 ， 具 备 准 大 国 的 领
土标准；2019年的人口
约 为 2 . 6 亿 ， 排 全 球 第
四，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1 . 1 万 亿 美 元 ， 全 球 排
名第16位；军事实力排
名，2020年印尼军事实
力指数为0.2544，全球排
名第16位。从国际影响
力而言，印尼是G20成
员，也是东盟秘书处所
在国。因而，从三大标
准来看，印尼的指标都
处于全球20以内，具备
中等强国的所有条件。
在20世纪60年代，印尼
就自认为是世界舞台上
的一个大国。随后的几
十年里，印尼政府的“
大国理念”保持着延续
性。在2014年11月，佐
科参加了北京举行的亚
太经合组织峰会后，印
尼对于自己的中等强国

身份更加自信。
印尼对于纳土纳
争议海域的主权
索取，其行动逻
辑是基于中等强
国的思维。作为
中等强国，海洋
主权的拓展有利
于巩固其在东盟
领导地位，在地
区层次和国际体
系 层 次 提 升 国
家 威 望 。 中 等

强国身份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着印尼的大国平衡
战略，与此同时，印尼
的中等强国身份延伸出
印尼中等权力。对于中
国和美国而言，争取印
尼这样的中等强国的支
持意味着增加了地区层
面的中等权力。印尼也
看到了竞争中的大国意
图，从而更加坚定地在
大国间玩平衡术，并进
一步拓展自身的中等权
力，使得自己对于纳土
纳争议海域的主权要求
更有底气。

（二）海洋强国地
位

印 尼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群 岛 国 家 ， 拥 有 1 . 7
万 多 个 岛 屿 ， 并 且 扼
守太平洋连接印度洋的
四 大 国 际 水 道 ： 马 六
甲海峡、望加锡海峡、
龙目海峡与巽它海峡。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印尼具备天然的海洋大
国。佐科政府上台后，
通过推出“全球支点战
略”来实现印尼海洋强
国地位。2014年11月13
日，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的东亚峰会上，印尼总
统佐科提出了“全球海
洋支点”战略，明确指
出“全球海洋支点”由
五大支柱：其一，建设
海洋文化；其二，保护
海洋资源和渔民收入；
其三，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和海上互联互通；其
四，通过加强海洋合作
和冲突管控，实施海洋
外交；其五，保护航运
安全，构建海洋大国。
作为中等强国，印尼却
面临与贫弱国家一样的
现实困境，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资金匮乏和技
术落后，这些困境制约
了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
国际行动能力和国际威
望。“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正是为了解决资金
和技术方面的短板，利
用印尼作为海洋国家的
海洋资源优势，在地区
层面延伸国家权益。

（三）东盟领袖角
色

印 尼 是 东 盟 的 创
始国之一，自认为是东
盟“天然的领导者”。
东盟是印尼在东南亚地
区权力延伸的基石，也
是印尼实现中等强国的
基本依托。在东盟国家
中 ， 印 尼 经 济 总 量 最
强、人口最多、面积最
大，而且东盟秘书处设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在
扮演东盟领导角色时，
印尼不仅具有物质资源
方面的优势，并具有制
度话语权方面的突出地
位。但问题是，东盟制
度设计具有独特的“东
盟方式”，以东盟地区
论坛方式的松散集体主
义来维持东南亚地区合
作 与 安 全 。 “ 东 盟 方
式”强调东盟运作时“
协 商 一 致 ” 和 “ 非 正
式”，即东盟并非没有
强 制 性 的 统 一 权 力 资
源 ， 各 国 对 外 政 策 是
独立自主的。“东盟方
式”的非制度性权力安
排难以保证印尼的领导
地位一成不变。而且，
印 尼 国 内 民 族 矛 盾 重
重 ， 社 会 腐 败 严 重 ，
人 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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