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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盟运动，实施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在苏
哈托执政的“新秩序时
期”，印尼外交虽然与
苏加诺时期反向而行，
即 由 亲 近 东 方 转 向 亲
近西方，但通过创建东
盟，通过东盟发挥印尼
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
并且实施多边主义外交
来保证印尼在大国间的
行动自由。苏哈托政府
垮台后，哈比比政府、
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
政府三届政府维持的时
间均不长，三届政府的
外交政策基本相似，开
始由亲近西方转向逐步
回归东方，在安全上依
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亚
洲大国，在安全保障和
经济发展上做平衡；在
后来苏西洛政府执政十
年里，印尼奉行“千友
零敌”战略，主要是利
用东盟的领导者角色和
世界第一穆斯林大国的
宗教影响力实施印尼在
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的影
响力，在外交政策上则
是进一步发展了明哲保
身的大国平衡思想。佐
科政府的“全球海洋支
点 ” 战 略 则 进 一 步 提
升了传统的印尼外交思
想，更加积极主动和有
抱负，毫不遮掩中等强
国意识下的巩固东盟领
导角色和谋求海洋强国
地位。

（二）大国平衡战
略的双轨战术：主权安
全和经济发展

佐科大国平衡外交
的一条基轴是：安全上
靠拢美国，经济上靠拢
中国，并且把日本和印
度等域外大国拉入大国
平衡的圈子，以对冲对
某一大国的过渡依赖。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由
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
先和保护主义政策，规
则基础上的亚太秩序正
让位于中美竞争的紧张
状态中。亚太的权力格
局正在转型，这使得亚
洲的中等强国需要在“
支持和反对”之间保持
平衡，与此同时，中等
强国的战略倾向也决定
着 未 来 亚 太 格 局 的 走
向。

由表一可以看出，
在国家总体权力指数方
面，美国和中国远远领
先于第三名的印度，这
是为何中国和美国被视
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两
大超级大国，也是导致
当前印尼的大国平衡战
略主要是围绕美国和中
国展开。在国防开支指
数方面，美国是第二名
中国的近三倍，这决定
了印尼在安全上靠拢美
国。比如，印尼反恐部
队和美军海军陆战队都
接受美国的培训，在美
国海军出现在中国南海
附近时，印尼海军在纳

土纳海域的活动也相对
更加活跃。在经济关系
指 数 上 ， 中 国 排 名 第
一，这决定了印尼在经
济上倚重中国。从现实
来看，自2012以来，中
国已经连续9年是印尼最
大贸易伙伴，从地缘经
济的角度来看，印尼在
经济上对中国的倚重有
不断加强趋势。佐科上
台后，印尼政府把中国
当做实现本国经济较快
增长的外在驱动力，对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非常
敏感。另外，在外交影
响力指数、科技指数和
未来资源指数等方面，
中美都位居前两名，这
决定了当前印尼对外战
略中平衡美国和中国的
关 系 已 经 成 为 核 心 内
容，而通过平衡美国和
中国的关系，可以对冲
印尼在安全上依赖美国
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不
对称依赖关系，更好地
实现维护印尼的国家利
益。

作为大国平衡战略
的重要内容，印尼积极
拉入域外大国在纳土纳
海洋投资，以在纳土纳
问题上增加对中国的压
力。印尼正积极争取日
本持续增加在纳土纳群
岛的投资，也说服美国
加入，皆已获得正面回
应 。 2 0 2 0 年 1 月 1 0 日 ，
印尼海洋事务与投资统
筹部长卢胡特宣称，日
本计划增加在纳土纳群

岛的投资，美国也有意
参与，共同协助印尼推
动纳土纳群岛的发展。
从发展趋势上看，印尼
今后可能引入更多的域
外大国在纳土纳争议海
域投资，以此来制衡中
国。

四、双轨宣示海洋
主权，中立的南海政策
逐步倾斜

印尼不是南海直接
的声索国，但由于印尼
对中等强国和东盟领导
角色的身份定位，印尼
长期乐于在中国与其他
东盟国家的海域争端中
充当“中立的调停者”
。但随着纳土纳争议海
域的日益突出，使印尼
认为中国在南海日益增
长的影响力对其纳土纳
海域的主权形成威胁。
海洋权益的争端加上印
尼对中国日益崛起的不
安，印尼在南海问题中
的 角 色 正 在 从 “ 调 停
者”向“争议国”的转
变。

（一）加强军事存
在，以军事威慑来保证
对争议海域的掌控

与 菲 律 宾 和 越 南

等选择依赖国际仲裁和
加强与美国等军事合作
以对冲中国的压力和加
强海洋控制不同，印尼
更侧重立足加强自身的
实 力 ， 以 保 证 其 海 洋
权益。尽管早在20世纪
90年代印尼就在不断加
强其海军建设，先后向
俄罗斯、德国等购买战
斗机和舰艇，并在纳土
纳群岛及附近海域举行
军事演习。但在这一时
期，印尼缺乏国家层面
的海洋战略，加上印尼
与东盟国家、中国、印
度和澳大利亚等都加强
军事合作，如在2007年
中印尼两国国防部长在
北京签署《中国印尼防
务合作协议》，因此，
印尼加强海军建设主要
是以防御为主。

2014年以来，印尼
的国家战略重心逐步从
陆地转向海洋。佐科政
府在“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加强
在海洋治理方面的国际
合作，一方面解决领土
主权争端，防控国家间
海洋冲突；另一方面合
力打击海盗、非法捕鱼
和共同治理海洋污染等
公共问题；以及加强海
洋防御力量，保护印尼
海洋主权和海洋资源不
受侵犯，维护海洋航运
的安全与稳定。佐科总
统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民
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家，
其 在 维 护 海 洋 权 益 和
宣示海洋主权时往往采
取强硬立场。在打击非
法捕鱼上，佐科政府成
立由印尼军队、警察、
海域事务和渔业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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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启事
  上期（新报260期）16~18版标题出错，应

为：
   “慈善歌唱家秦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