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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 作 为 公 共
舆论的载体，其观
点影响着民众对他
国形象的认知，进
而可能对政府外交
决策以及国家间的
关系产生深刻的影
响。因此，从媒体
视角研究印尼主流
社会对华认知变化
具有重要意义。文
章以复交后两国关
系 若 干 里 程 碑 式
的节点划分阶段，
通过对《罗盘报》
等11份印尼主流报
纸2600余份涉华报
道的分析梳理，勾
勒出印尼主流社会
中国形象的变化脉
络，以期为两国构
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提供一种历史借
鉴。

一 、 复 交 初 期
印尼对华认知的重
塑

上 世 纪 6 0 年 代
印尼国内历史教科
书把中国历史描绘
为奉行类似于欧洲
列强所实行的殖民
政策。两国邦交冻
结后，新秩序政府
对中国的刻意丑化
使印尼对华负面认
知社会化，“三角
威胁”认知逻辑阻
断 双 方 外 交 关 系
将近23年，即便是
外交关系正常化之
后，这一观念的影
响也难根除。华人
问题始终是影响印
尼主流社会对华认
知的重要因素，苏
哈托政府对本国华
裔实施了近乎国家
种族歧视的一系列
政策，使得对华人
的偏见固化为社会
的顽疾，也直接影
响 到 印 尼 对 华 认
知。

新 秩 序 政 府 后

期对华的敌对认知
开始淡化，主流媒
体也逐步撇开意识
形态的认知陷阱，
开始以相对理性和
客观的姿态认识中
国。中国在1997年
的亚洲金融危机中
坚 持 人 民 币 不 贬
值，并向多个东南
亚国家提供了援助
方案和低息贷款。
这些行动不仅在该
地区受到赞赏，而
且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 织 和 国 际 债 权
人所采取的姿态形
成鲜明对比。1998
年印尼发生排华骚
乱，中国政府的谨
慎 反 应 避 免 了 反
华、反印尼情绪的
过度爆发，这也为
两国之间建立更紧
密的关系铺平了道
路。

进 入 民 主 改 革
时期，印尼对华认
知逐渐开始转向，
并在历届政府的政
策举措上得到明显
的体现。尽管还不
时出现一些带有严
重意识形态偏见的
言论，但是主流媒
体对中国的政治评
价逐步趋于客观。
经济方面，印尼既
对中国市场寄予厚
望，又对中国经济
崛起表现出担忧，
媒 体 的 态 度 也 显
现 出 “ 互 补 性 ”

和 “ 竞 争 性 ” 之
争。2004年海啸灾
难发生后，中国的
救援外交再次展示
积极形象，中国作
为负责任和仁慈的
大国形象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二 、 战 略 伙 伴
关系框架下印尼对
华认知的调整

2005年，中印尼
两国确立战略伙伴
关系，尽管印尼与
美、澳等国也有类
似的协议，但与中
国最早签署，彰显
了印尼对华关系的
日益协调，主流社
会对华认知也开始
放下陈旧的偏见，
朝着健康、稳定的
方向调整。在印尼
国内，族群间的平
等与融合成为社会
认知的主流。2006
年颁布的新《国籍
法》，推动华人观
的改变，种族歧视
的观念已逐渐为大

多数人所抛弃。同
时，印尼国内华文
环境日趋宽松，孔
子学院的建立就是
印尼社会对中华文
化艰难包容的最好
例证。

这 一 期 间 ， 伴
随两国高速经贸合
作而产生的经济领
域威胁认知开始呈
现，此时的中国很
少被描绘成军事或
政治威胁，取而代
之的是经济上的威
胁。另外，南海争
端刺激区域安全威
胁认知的抬头，有
媒体认为中国打入
了东盟内部，破坏
了东盟的团结，拉
拢域外国家介入以
制衡中国的声音时
有出现。

面 对 美 国 重 返
亚太的战略调整，
印尼的态度，可以
称之为在中美两个
珊瑚礁之间划船。
苏西洛使用“在动
荡的海洋中航行”

       印尼对华认知的变化轨迹    (上)
——基于复交以来印尼主流媒体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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