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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印尼民调
机构SMRC进行的一项
调查发现，大多数印尼
人拒绝延长总统任期的
想法，不论是通过修改
宪法允许第三个任期，
或者将2024年的选举推
迟几年，大多数人都不
表赞同。

这是最新的民意调
查，驳斥了政治精英成
员最近提出的大多数人
支持推迟2024年选举的
想法，这些政党要员认
为选举会扰乱印尼的经
济复苏，而且新冠疫情
在接下来的两年可能不
会在印尼结束。

 在这项调查中，民
调专家于3月10日至20日
采访了1,027名年龄在17
岁或以上的人，这些人
是从全国各地随机抽取

的。该调查的误差率为 
3.12%。

S M R C 对 受 访 者 询
问 调 查 是 否 同 意 由 于
持续的新冠病毒而推迟
2024年的选举；经济问
题；或者是因为现任政
府 需 要 保 障 首 都 迁 至
东 加 里 曼 丹 努 山 塔 拉
Nusantara的原因。

上 周 五 公 布 的 调
查 显 示 ， 约 7 8 . 9 % 的 人
不同意因疫情而推迟选
举，79.8%的人不同意经
济状况的论点，78.5% 的
人不同意因新首都而推
迟选举。同时，73%的
受访者表示，总统任期
应限于两届，符合宪法
规定。

“将总统任期限制
延长至两届以上任期的
想法并不是公众普遍持

有的观点，”SMRC研究
部门负责人 Deni Irvani 
说。

 她接着补充说，根
据调查结果，拒绝任何
延长总统任期的选择都
是无党派的，因为跨政
党的大多数选民都持有
这种情绪。 佐科维的大
多数支持者也有类似的
看法。

调 查 显 示 ， 最 近
有关推迟选举或延长总
统任期限制的讨论对佐
科的支持率产生了负面
影响。调查中多达6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可
佐 科 维 的 表 现 ， 低 于 
SMRC 去年 12 月调查的 
71.7%。

“ 我 们 知 道 公 众
普遍反对推迟选举的想
法。 这种反对对他们对

佐科政府的情绪产生了
负面影响，” Deni 说，
并补充说最近关于推迟
选举的言论已被证明是
政 府 “ 不 受 欢 迎 的 问
题”。

调 查 结 果 与 类 似
的民意调查结果基本一
致。 根据3月举行的 <
罗盘报>民意调查，62% 

的受访者坚持认为即将
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选举
如期在2024年2月14日举
行。其中只有 10% 的人
支持推迟两三年。

与 此 同 时 ， 1 2 月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调查的67.2%的受访者也
表示，他们希望总统选
举如期举行。（莉丽）

中新社北京4月4日
电 (记者 张素)江南春日好
风景，黄山脚下的小城屯
溪，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国
家又一次“亲密接触”。

3月31日至4月3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分别与印度尼西亚外长蕾
特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
敦、菲律宾外长洛钦、缅
甸外长温纳貌伦在屯溪会
晤。

3 0 年 前 ， 中 国 和 东
盟 建 立 对 话 关 系 ， 3 0 年
来，双方走出了一条邻里
相亲、合作共赢的光明大
道。国际问题学者称，恰
逢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起步之年，四国外长
应邀访华，以邻里相亲的
相处之道应对世界的不确
定性，这可从三个视角加
以观察。

— —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不确定

性，中方与东盟各国选择
深化抗疫合作。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以采购、援助等多渠道为
东盟国家一解新冠疫苗“
燃眉之急”。4月3日，洛
钦 在 会 谈 时 将 中 国 疫 苗
形 容 为 “ 大 家 的 ‘ 救 生
船’”，更表示“菲方坚
决反对抹黑中国搞‘疫苗
外交’的论调”。

中 国 与 东 盟 国 家 围
绕疫苗的技术交流合作更
是受到认可。中缅合作新
冠疫苗近日在仰光正式投
产，面对温纳貌伦，王毅
特别提到要“发挥疫苗灌
装合作积极效应”，缅方
则对中方的“巨大支持”
表 示 感 谢 。 另 一 场 会 谈
上，王毅提到“助力印尼
打造区域疫苗生产中心”
，蕾特诺对此表示感谢并
称“愿加强双方医疗卫生
和互联互通合作”。

携 手 抗 疫 ， 中 国 与
东 盟 经 贸 也 实 现 逆 势 成
长 。 2 0 2 1 年 ， 中 国 对 东
盟进出口5.67万亿元人民
币，较2020年增长19.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
究中心主任许利平说，疫
情期间，中国和东盟首次
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体
现出彼此经贸合作投资的
强大潜力。

——面对乌克兰问题
的“负面外溢效应”，中
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声，
提出共同应对。

在屯溪，继3月中旬
通电话之后，王毅与蕾特
诺再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
见；中缅外长“面对面”
时，温纳貌伦对当前国际
局势剧变加重缅经济困难
深感担忧，王毅强调“应
共同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负
面外溢效应”；中泰两国
就乌克兰问题共同提出“

四点呼吁”，如“抑制不
断蔓延的负面外溢效应，
维护全球经济复苏势头”
。

今年是《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签署20周年，中
菲两国外长就南海问题交
换了意见。王毅提到“尤
应防止因举措不当干扰甚
至损害两国关系及南海稳
定”，洛钦回应称，“菲
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共
同努力”。缅甸是《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
行为准则”共同主席国。
王毅对温纳貌伦说，期待
缅方发挥作用，推进“南
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面对一些国家打
造排他性联盟加剧全球未
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与东
盟国家携手捍卫世界的和
平与发展。

去 年 这 个 时 节 ， 印
尼、菲律宾、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四国外长也曾“组
团”访华。但在美国—东
盟特别峰会被无限期推迟
的背景下，今次中国“春
季外交”格外受到关注。
有美媒评论，北京与东盟
高级官员会晤，凸显了拜
登政府在争取该地区支持
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相 比 华 盛 顿 口 惠 实
不至的拉拢，中国和东盟
国家主张的合作是开放而
包容的。已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的中
国与泰国，正在探讨如何
深化澜湄务实合作；为加
强 “ 一 带 一 路 ” 同 “ 东
盟印太展望”重点合作领
域对接，中国与印尼皆同
意“尽快制定行动计划”
。

大多数印尼人民拒绝延长总统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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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四国外长“扎堆”访华 
邻里相亲相处之道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