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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方面，分别创立了
以国别研究为名的期
刊，如《美国研究》
和《当代美国评论》
，《日本学刊》、《
日本研究》、《日本
问题研究》和《现代
日本经济》，《俄罗
斯学刊》、《俄罗斯
研究》、《俄罗斯文
艺》和《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这些期
刊不同于东南亚或其
他区域性期刊，他们
以相应国家作为全部
或主要的研究对象，
涉及该国别研究的方
方面面。遗憾的是，
中国暂时没有一本以
印尼研究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学术期刊。

相对而言，域外
大国对印尼的研究，
相比中国，显得更深
入细致、更具体扎实
与更“学术”，大多
立足于印尼国内的实
际情况，分析印尼的
政治、经济、社会、
宗教和文化等具体问
题，研究不一定“涉
我”，结论大多没有
呼告式的“口号”。
而相比中国的印尼研
究，中国的其他国别
研 究 更 全 面 、 更 专
业、更深入，形式与
内容丰富，产出质量
高，专业研究人员充
足，专业研究机构多
样化、细致化。通过
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学
习，将有利于积极吸
收国内外优秀的国别
研究经验，促进中国
的印尼研究发展。

五、展望中国特
色的印尼研究

印 尼 不 仅 是 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沿线国与参与
国，也是东南亚最大
经济体、世界第四大
人口国，还拥有全球
数量最多的华人。对
印尼清晰、全面、到
位的认知，不但可推
动“一带一路”倡议
在 印 尼 的 落 实 与 推
进，更有利于促进两
国的合作与交流。因
此，中国的印尼研究
首先应解决现有的问
题，并在国内外国别
研究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推动中国特色
的印尼研究，从学术
队伍、研究机构、课
题基金等多方面提升
中国的印尼研究。

（ 一 ） 建 立 专
业、全面的学术队伍

学术队伍是中国

印尼研究的主体，他
们 直 接 影 响 着 中 国
印尼研究的议题和成
果。建立一支专业、
全面的学术队伍能有
效平衡中国印尼研究
的议题，提高研究人
员的专业性。

优秀的印尼研究
专 家 应 具 备 五 大 要
素：印尼语能力、田
野经历、科学的方法
论训练、广泛的对象
国朋友圈和多种文体
写作能力。对此，缺
乏语言、田野或对象
国朋友圈的学者应积
极学习印尼语，尽量
深 入 印 尼 社 会 与 人
民，掌握一手信息与
资源；各高校的印尼
语教师作为语言文化
的传递者，应充分利
用语言优势，积极开
展相关的研究；而长
期扎根印尼的中国印
尼研究学者则应不断

加强自身科学方法论
与文体写作的能力。
同时，各领域的学者
应加强沟通与信息共
享，建立“印尼政治
圈 ” 、 “ 印 尼 经 济
圈 ” 、 “ 印 尼 文 化
圈 ” 、 “ 印 尼 矿 产
圈”等各类小型“朋
友圈”，同时建立各
类 跨 学 科 朋 友 圈 ，
如“印尼政治+矿产
圈”、“印尼政治+
资 源 圈 ” ， 形 成 规
范 、 有 序 的 学 术 队
伍。这不但有利于加
快圈内信息更新的速
度，促进学术队伍之
间的交流，也有利于
提升中国印尼研究学
者的整体水平，通过
精英的力量来带动其
他 学 者 的 研 究 。 加
上 一 条 ， 国 际 影 响
力 ， 外 文 发 文 能 力
（SSCI、专著）+勇
于国际会议上表达观

点。
研究人员拥有充

分的主观能动性，往
往选择最热门的议题
展开研究。这也是如
今印尼研究出现议题
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如 近 几 年 的 议 题 都
是“印尼大选”、“
中 印 尼 外 交 关 系 ”
、 “ 纳 土 纳 ” 、 “
一带一路”等。这必
然导致一些“冷门”
议题未受到关注，而
热门话题则被反复研
究。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也会造成资源
浪费。对此，中国的
印尼研究人员应走出
舒适圈，放眼更广泛
的议题，加强与跨学
科学者的联系。研究
人 员 不 一 定 总 是 要
以“我”为中心，而
应更客观、理性地去
分析印尼议题。

（二）打造特色
鲜明的研究机构

中国的印尼研究
机构虽然并不少，但
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
挥，并出现了未合理
划分研究领域或未严
格按照研究领域开展
相应研究的情况，进
而影响中国印尼各方
面研究的全面、均衡
发展。

现阶段，中国的
印尼研究中心可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专注
印尼研究的某个或某
几个领域，如华中师
范大学人文交流研究
中心侧重于中印尼人
文交流，广东外语外

2019年，复旦大学团队赴印尼雅加达和泗水访问。
（团队在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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