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1月23日（星期天）                                                                                                                                                                                                 22

来进一步形容印尼
的外交政策。尽管
印尼视中国为意识
形态威胁的顾虑不
断减少，但主流社
会 特 别 是 政 治 精
英对中国的猜疑还
是普遍存在。这些
猜忌有时让印尼更
愿意与中国保持距
离，更希望寻求美
国的存在与保护。

三 、 “ 一 带 一
路”倡议下印尼对
华认知的日趋成熟

2 0 1 3 年 ， 两 国
双边关系升级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各 项 合 作 朝 着 能
源、交通、金融、
旅游、文化教育等
方向全面地发展。
印尼虽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
首倡之地，但是苏
西洛政府最初持观
望态度。佐科当选
后，推进本国“全
球海洋支点”战略
与“一带一路”倡
议对接，两国关系

的深度融合成为对
华理性认知的压舱
石。随着中国在世
界各经济体中的排
名不断上升，印尼
媒体表现出希望分
享中国发展红利的
迫切心理，同时也
认识到经过30年的
发展，中印尼已逐
渐融为利益和命运
的共同体。

随 着 美 国 在 亚
太方向对华战略压
制 态 势 的 日 趋 明
显，中国为维护国
家主权和安全所采
取的必要反制措施
产生“溢出效应”
，印尼对华认知呈
现出以尊重和平衡
为代表的多元化特
点，并在局部出现
负面认知的升级。
近年来，随着纳土
纳群岛海域经济纠
纷的复杂化，印尼
对华安全认知出现
转型，开始从南海
争端“调停者”逐
步 转 向 利 益 相 关
的“参与者”。在

与中国发展经贸关
系时，有媒体抱怨
中国把印尼当作低
端廉价产品的倾销
地，使其工业化水
平出现倒退。在美
国亚太战略调整的
背景下，印尼媒体
对中国“霸权”的
攻击也开始增多。
但是，综合来看，
两国彼此的深入合
作与相互了解，制
约着印尼对华认知
中非理性因素的发
酵，使得社会主体
认知保持在健康、
稳健的轨道上，并
日趋成熟。

四、结语
纵 观 复 交 3 0 年

来印尼对华认知的
演变，影响印尼对
华认知最大的变量
是 印 尼 自 身 的 变
化，并且呈现为不
同时期执政者因理
念差异而使用不同
的透镜看待中国，
进而影响社会的认
知。总体而言，在
印尼民众心目中曾
经的“竹幕”国家
现已成为一个开放
的榜样。媒体的对
华 认 识 具 体 表 现
为：政治上，尊重
彼此选择的制度，
主流社会从以往对
中国的不信任和政
治猜忌，逐渐转变
为认可中国为区域

乃至全球的核心大
国；经济上，随着
两国实力的“此消
彼长”，曾经在经
济上“漠视”中国
的印尼现在是希望
搭上中国的“经济
快车”；文化上，
阻碍民心交流的藩
篱被打破，印尼对
中国文化从先前的
封锁与抑制逐步调
整为学习和谨慎地
欢迎；对本国华裔
社群，则逐渐摒弃
以往与政治相捆绑
而形成的“华人即
中国”的观念以及
对华人“污名化”
的做法，仇华势力
存在的根基趋于萎
缩，社会普遍认同
华人为印尼民族的
组成部分，华人事
务 为 本 国 内 部 事

务。
追 溯 两 国 关 系

的 演 变 轨 迹 ， 可
见中印尼没有根本
性的利益冲突。两
国关系所经历的曲
折，某种意义上说
主要障碍在于彼此
的战略不信任，或
者说是“想象的隔
阂”“想象中的对
抗”。中印尼两国
友好关系的发展需
要两国决策者展现
外交智慧，大力推
进人文交流，有效
管控分歧，增进长
期战略互信，共同
筑牢两国关系健康
发展的基石。

（ 摘 编 自 《 南
洋问题研究》2021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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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
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佐科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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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