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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特 约 ） 印
尼财政部长慕丽雅妮（
简称安妮）于4月1日在
一个论坛上指出：印尼
的人力资源生产力非常
低落，如果与亚洲国家
如中国、印度相比，甚
至比菲律宾也不如，这
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中，印尼的劳工生产
力因素（TPF)很低。

劳 工 生 产 力 因 素
是反映资本与劳工综合
使用的效率程度，包括
提高技能方面；劳工生
产 力 因 素 低 落 就 显 示
了生产过程中的没有效

率。这可从与其他国家
的比较看出来。财长安
妮指出：“此点印尼人
力资源比起其他国家相
对还是很低。”

安妮指出，2017年
印 尼 国 內 生 产 总 值 达
到5.3%，这是从4.6%来
自 资 本 和 0 . 6 % 来 自 劳
工，而劳工生产力因素
（TPF)对印尼国内生
产 总 值 的 贡 献 几 乎 是
零％。“我们每次要增
长，都是由增加很多资
本 和 增 加 劳 工 人 数 ，
但 几 乎 沒 有 生 产 力 因
素。”这一点与中国相

比就大为不同，中国在
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7.3%时，其劳工生产
力因素贡献了2.3%。

这 说 明 什 么 呢 ？
説明我们印尼是更多靠
体 力 和 汗 水 来 推 动 增
长，我们没有基于创新
来创造增值。

安 妮 指 出 ， 劳 工
生产力因素低落是因为
印民教育质量太落后，
我们的劳工絕大多数是
临时工人。此外，劳工
生产力低落还因为我们
没有良好设施和接受科
技智能。

财 长 强 调 ： “ 印

尼拥有年轻人众多是人
口一大优势，但是，如
果没有培育我们的人力
资源有能力创新和可以
持续用科技智能进行工
作，从而提高生产力，
那么我们将继续落伍，
难以同他国竞争。”

世 界 银 行 预 测 今
年经济增长

世 界 银 行 亚 太 地
区 首 长 玛 杜 对 报 界 发
表预测，2021年印尼经
济增长约为4.4%，而中
国的经济增长将跃升为
8.1%。

玛 杜 指 出 ， 印 尼

经济主要是出口创汇业
绩良好，特别是出口商
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
印 尼 政 府 也 採 取 税 务
奨励措施，推动经济复
苏。同时，印尼政府刚
在2020年通过实施创新
劳工综合法令，吸引国
内外投资进入，这对全
国 经 济 增 长 是 一 大 亮
点。

当 然 ， 印 尼 国 内
还面对系列严峻挑战，
如疫情造成七百万人失
业，有近三千万中小微
企业陷入破产困境，政
府必须全力以赴致力处
理。                       （小全)

      印尼人力资源生产力远不如中国印度
世行预测我国今年经济增长4.4% 中国高达8.1%

2021年4月1日，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福
建南平同马来西亚外长
希沙慕丁举行会谈并共
同会见记者。

王毅表示，中马两
国是缔结千年友谊的好
邻居，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好伙伴，也是携
手抗击疫情的好兄弟，
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双
方合作大有可为。中马
两国外长就全面推进中
马关系和两国后疫情时
期务实合作梳理对表，
就地区和国际形势深入
沟通，双方达成五点共
识：

一 是 启 动 中 马 合
作高级别委员会，规划
推进后疫情时期两国合
作。这既是此访最重要
的成果，也是中马关系
的最新进展。在中马双

方和地区各国共同努力
下，本地区疫情防控取
得重要进展，正在步入
后疫情时期复苏发展的
新征程。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中马两国要开
个好头。两国外长已签
署谅解备忘录，将共同
牵头这一重要机制，重
整旗鼓再出发，以中国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马方
全面推进经济复苏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发展战
略对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在后疫情
时期把握发展先机，推
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加
快回归正常，助力两国
和本地区实现更快更好
发展。

二是继续深化疫苗
合作。疫苗已成为最终
战胜疫情的利器，也是
下一步国际抗疫合作重

点。随着中方疫苗半成
品陆续运抵吉隆坡，马
来西亚将成为本地区继
印尼之后第二个同中方
开启灌装合作的国家，
标志着双方疫苗合作进
入 新 阶 段 ， 迈 上 新 水
平。中马疫苗合作将惠
及更多地区人民，切实
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以我们的实际
行动抵制“疫苗民族主
义”。双方还愿意加快
实施人员往来“快捷通
道”，探讨开展健康码
互认，实现范围更广、
效率更高的人员流动，
让“常来常往”重新成
为 两 国 民 众 交 流 的 常
态。

三是持续推动区域
合作。今年是中国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中马将同东盟各国共同
办好30周年纪念活动，

打造更高水平战略伙伴
关系。推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
效实施，释放区域自贸
和经济一体化红利。中
方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
位，愿同包括马方在内
的东盟各国一道，弘扬
东亚特色的多边主义，
维护区域合作的成熟架
构，推动东亚国家持久
共同发展。

四 是 共 同 维 护 南
海和平与稳定。作为南
海重要沿岸国，中马双
方一致认为要加强海上
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
歧。我们要继续保持定
力，排除干扰，全面落
实 《 南 海 各 方 行 为 宣
言》，在疫情背景下创
造条件，以灵活方式推
进“南海行为准则”线
下磋商。双方一致同意
尽早制定符合包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具有实质意
义 并 行 之 有 效 的 “ 准
则”，更好维护南海的
和平稳定大局。

五 是 支 持 多 边 主
义，反对单边主义；支
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
内政，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国际关系。疫情再次证
明世界各国休戚与共，
各国应摒弃零和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本着开
放、包容、平等精神，
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
面对的风险挑战。中马
作为地区重要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愿同
地区和世界各国携手努
力，维护真正的多边主
义 ， 坚 持 国 际 公 平 正
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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