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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印尼研究：路径、经验与展望  E
——基于国内主要相关期刊的比较分析

三 、 2 0 0 8 —
2018年中国的印尼
研究存在的问题

整体来看，中国
的印尼研究成果数量
不少，且有一批较为
关注印尼研究的期刊
和学术队伍。但从上
述分析数据也可知，
中国的印尼研究议题
分布不均，专业从事
印 尼 研 究 的 人 员 不
足，且研究机构未合
理发展。

一方面，上述期
刊的议题分布明显侧
重于人文学科。虽然
上述期刊的441篇论
文只是冰山一角，不
足以代表其它文章的
议题，但作为中国印
尼研究的主要期刊，
其作者包括中国印尼
圈内的重要学者，上
述期刊的议题可以说
是中国印尼研究的主
流 趋 势 。 由 表 1 - 8 可
知，上述期刊的议题
分布主要集中于人文
类学科，如政治、经
济、社会、历史、外
交和华侨华人，自然
科 学 类 议 题 并 未 得
到较多关注，矿产、
能 源 、 烟 霾 、 核 能
等议题的文章很少。
然而，印尼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事实上
矿产、能源和电力等
是中国印尼合作的重
点领域。这类议题的
研究成果将有利于两
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
作。这类实用性较强
的文章对中国拟在印
尼投资矿业的企业大

有裨益，但由于学理
性稍弱，这类文章很
难得到发表机会。

另一方面，长期
扎根于印尼研究的学
者亟待扩充，国际影
响力有限。近两年，
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在印尼的落实与推
进和中印尼关系的改
善，印尼研究逐渐成
为热点。许多以前研
究东南亚其他国家的
学 者 转 型 做 印 尼 研
究，印尼研究学者呈
现出“一哄而上”的
状态。表面上看，这
种现状有利于印尼研
究“百花齐放”地发
展，“把蛋糕做大”
，让更多跨学科学者
关注印尼不同领域的
问题。但深究而言，
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
中 在 政 治 、 经 济 或
与“一带一路”相关

的议题。那么，在热
点过后，这种大热的
状态能否持续？是否
会出现“一哄而散”
的现象？事实上，虽
然中国的印尼研究学
者人数不少，但大部
分研究人员的成果不
突出，缺乏对印尼研

究 的 长 期 关 注 。 其
中，一部分印尼研究
学者缺乏印尼语能力
和 田 野 经 历 ， 主 要
靠“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分析印尼，以中
文和英文参考文献为
主要给养，缺乏第一
手的资料，其成果的
部分论断有待商榷。
一部分熟练掌握印尼
语的学者则掌握充足
的一手资料，但缺乏
科学的方法论训练，
不知如何合理利用资
源。而用英语或印尼
语发表成果（专著和
论文）的中国印尼研
究学者也非常少，他
们的研究成果数量还
十分有限。虽然英语
或印尼语成果不是本
文的研究对象，但这
也充分表明中国的印
尼研究学者国际影响
力有限。

此外，大部分研
究机构多为虚体，并
存在地域限制。虽然

中国已有八所印尼研
究机构，但这些研究
中心往往不是独立存
在的实体，而是依托
于某个学院或系，以
其教师作为中心的兼
职研究人员，以其印
尼留学生作为获取资
料 的 来 源 ， 以 其 在
校 硕 士 生 、 博 士 生
作为主要执笔者，但
三者能否有效融合？
部分研究中心只有个
别研究者通晓印尼语
言和文化，成立以来
的成果或动态自然也
很少。然而，这些研
究机构的空间分布也
不均衡，比如西南地
区有两所高校开设印
尼语专业，且西南地
区某些区域与印尼合
作与交流颇为频繁，
但遗憾的是，西南地
区至今仍没有印尼研
究中心。目前，西南
地区的主要研究机构
只有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

2019年，12月18日，由中国浙江省温州市政府外事
办公室与印尼浙江总商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温州-印尼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对话会在雅加达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