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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机
会，未来投资环境还将
进一步改善。目前在印
尼参与投资的中国企业
已经越来越多，投资领
域涉及多元化多领域的
强劲势头。未来中印尼
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还将
进一步加强，造福两国
人民。

 3·7·2 中国与印
尼两国间未来文化和经
贸投资发展中需要改善
的因素

由于国际形势以及
印尼曾经的历史原因，
出现投资潜在性风险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A 、 由 于 历 史 的 原
因，印尼国内所具有的
蒙目民族主义情绪仍然
存在。在目前较为关注
的南海岛礁问题中，印
尼虽然与中国不存在岛
礁主权矛盾，然而在海
洋划界问题上依然存在
一些分歧。随着中国在
南海施工的进度升级，
后续在南海可能与印尼
之 间 也 会 有 利 益 交 织
点，目前印尼仍然坚持
将中国所属的南海西南
海域的一部分划为其“
纳土纳海”范畴，所以
也要担忧中国与印尼发
生利益冲突时，可能引
发的排华事件。上世纪
1965年至1967年、1974
年、1978年、1980年以
及1980年代都曾出现过
排华事件，1998年一次
大规模排华事，造成了
上千名华人丧生，现在
许多华人想起来仍然心
有余悸，因此蒙目排华

的民族主义情绪仍为对
印尼经贸投资的高风险
系数。

B 、 由 于 印 尼 的 法
律体系目前还不完善，
所以政策管理环境并不
透明。税收和劳务政策
是否能够稳定、目前已
有的印尼法律能否有效
执行以及在政策实施过
程中是否会存在腐败问
题，政策的不稳定性，
国内的传统家族势力把
控了既得利益，因此，
一般意义上来说，那些
尝试去改善政治透明度
的举措都很难奏效，都
是摆在中资企业面前的
必然问题。

C 、 进 入 2 1 世 纪 以
来，恐怖主义已成世界
民生安全最大的威胁。
印尼也不列外地接连遭
到恐怖袭击。比如2002
年10月巴厘岛发生恐怖
爆 炸 ； 2 0 0 3 年 8 月 雅 加
达万豪酒店发生恐怖爆
炸；2004年9月澳大利亚
驻印尼使馆门前发生恐
怖爆炸；2009年7月在雅
加达发生恐怖袭击，这
一次的恐怖袭击无疑是
对外来投资者最大的顾
虑与威胁。

D 、 中 国 企 业 在 印
尼开展贸易投资活动，
一方面要尊重当地的法
律法规和社会习俗，逐
步适应印尼法律体系的
复杂性，如有必要也需
要雇请当地律师；另一
方面，中国投资者在印
尼开展贸易投资活动还
需注意搞好企业与当地
政府的对应关系，加强

与地方民众的学习与交
流，避免不必要的人为
冲突，为企业在印尼发
展构筑更好的内外部环
境。

3·8  结论
《印度尼西亚古今

史话 》研究课题，历经
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
面世了。文章主旨涵盖
印度尼西亚古往今来的
发展史话，即印尼古代
种族迁徙史部分，近代
社会变迁史部分和当代
中印尼发展前瞻部分，
目的皆在探索研究中华
民族几千年以来的迁徙
发展史和周边国家的人
种渊源关系，是全世界
人民团结起来，消灭种
族歧视，打破宗教地域
禁锢界限，崇尚宇宙真
理，追求大同世界，人
类本是同宗，肤色是环
境地域的关系，语言文
字是区域发展的差异，
与人种基因没有关系。
本文力求综合近年来国
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厘
清 中 印 尼 两 国 人 民 几
千年以来一衣带水的血
缘关系，使两国人民间
不因近代语言文字的差
异和宗教信仰的变化不
同而产生忘本和种族歧
视——煮豆燃斗箕，豆
在 釜 中 泣 ， 本 是 同 根
生，相煎何太急。更不
至于受别有用心者挑唆
而出现历史上骨肉相残
的不良事件再次发生。

正 如 伊 斯 兰 教 始
祖穆罕默德曾对其弟子
们说过：“知识，即使
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

之”。因此,东来的阿拉
伯穆斯林从一开始就把
其传教活动的主要目标
放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
来华途中的东南亚。因
此,虽然他们早就在沿途
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始
终没有开展广泛和深入
的活动。而作为海陆丝
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到15
世纪时伊斯兰教已发展
成熟,并以元明改朝换代
和郑和下西洋为契机传
向东南亚。郑和虽然不
是最早将伊斯兰教带入
东南亚的人,但他是600年
以来，伊斯兰教在东南
亚海岛地区的极大推动
和发展传播者而勒庸置
疑。 

郑 和 在 东 南 亚 传
布伊斯兰教义，并不是
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
而更多的是一种商贸外
交活动。我们甚至可以
认为伊斯兰教是郑和从
事积极经贸活动的一种
契合手段，以此加强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民众的
友好往来，从而也推动
了该地区伊斯兰教和中
国文化的融合交流。在
14-15世纪之交，由于当
时中东地区宗教文化的
衰落,传入东南亚的伊斯
兰教已成了无源之水。
于是,中国成为东南亚伊
斯兰教的连接通道，就

是15世纪七下西洋的郑
和搭建起来的桥梁和纽
带。正如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佛教是由西藏象雄
国传入印度，而后又由
印度传入内地长安而普
及全国发展壮大，印度
佛教反而衰退一样的道
理，印尼伊斯兰教至今
兴盛，是与郑和七下西
洋传经布道截然分不开
的。

今年是中印尼建交
66周年。为落实习近平
主席同佐科总统达成的
重要共识，我们特撰推
此文章以此恭典！

印 尼 是 东 盟 国 家
中最大的经济体，是“
一 带 一 路 ” 的 重 要 节
点，“21世纪海上丝绸
之 路 ” 的 关 键 枢 纽 ，
是“东盟领头羊”，近
年来中印尼关系不断发
展，已成为亚太地区最
有活力、最有影响的双
边关系之一。中国和印
尼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两国人民有着相近的价
值观和民风习俗，两国
的文化资源博大精深，
多元文化遗产丰富。

（完）
西北大学侨研院中

华姓氏宗亲文化研究课
题组          王博文     何百
合     陈民生  闫国明  王
君曼  王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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