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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 年 ， 中 国 超
过新加坡成为印度尼西
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
时继续保持印度尼西亚
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
大贸易伙伴地位，2013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成
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
易伙伴。 2019年，中国
与印度尼西亚贸易总额
为797.6亿美元，同年，
在出口方面，美国，日
本和新加坡是印度尼西
亚重要的出口市场，印
度尼西亚对三国出口分
别为176.5亿美元，159.3
亿美元和129.3亿美元，
分别下降4.2％18.2％和
0.5％。 

在进口方面，中国
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进
口米源国，新加坡和日
本是另外两大主要进口
来源国以，从印度尼西
亚主要进口的情况可以
看出，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贸易在印度尼西亚货
物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
越大，中国在印度尼西
亚的贸易地位快速提升
并逐渐稳固在全球经济
普遍疲软，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的大环境
下，2020年与2019年相
比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
易总额有所下滑。 但
是，在出口方面，中国
依旧超过美国，日本，
新加坡这二大印度尼西
亚主要出口市场，在印
度尼西亚对主要贸易伙
伴出口额中占比最高，
在进口方面，中国依旧
维持印度尼西亚第一进
口来源国的地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
出，中国在印度尼西亚
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
渐增加，2013年是中国
与印度尼西亚贸易关系
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

折年份，也是中国与印
度尼西亚双边关系中的
重要年份，这一年，双
方确定的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为两国开启了黄金
未来。

（三）双边贸易结
构互补性强中国对印度
尼西亚出口以工业制成
品为主，印度尼西亚对
中国出口以初级产品和
原材料为主。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
统计，2017年以来，中
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商
品类别按貿易额从高到
低排名，分别为机电产
品，贱金属及制品，化
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
等;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
口商品类别按贸易额从
高到低排名，分别为矿
产品，贱金属及制品，
动植物油脂，纤维素浆
及纸张，化工产品等。 
具体来看，2019年，机
电 产 品 ， 贱 金 属 及 制
品，化工产品，纺织品
及原料以及塑料橡胶是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
的前五大贸易商品，出
口 额 分 别 为 1 9 8 . 8 亿 美
元，53.3亿美元，41.6亿
美元，39.7亿美元和21.5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
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的
44.3％，11.9％9.3％，8.8
％和4.7％，2019年，矿
产品，贱金属及制品，
动机物油脂，纤维素浆
及纸浆，化工产品是印
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的
前五大商品，出口额分
别为106.8亿美元37.6亿
美元36.2亿美元，24.7亿
美元和21.7亿美元，分别
占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
口总额的38.3％，13.5％
，13％，8.9％，7.8％根
据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
数据，2020年，印度尼
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前五
大贸易商品分别是机电

产品，贱金属及制品，
矿产品，化工产品，纺
织 品 及 原 料 ; 印 度 尼 西
亚对中国出口的前五人
贸易商品分別是贱金属
及制品，矿产品，动植
物油脂，纤维素浆及纸
张，化工产品。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
的产品贸易结构延续印
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产
品整体以初级产品为主
的状态。 近年来，印度
尼西亚试图转变对中国
的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出
口产品的附加值，但是
由于受国内某些资源技
术的限制，短期内很难
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
可以说，中国与印度尼
西亚的贸易结构日前一
直维持着发素互补的状
态。 

二，中国与印度尼
西亚双边贸易关系中存
在的不足

（一）中国—印度
尼西亚的贸易规模占中
国—东盟贸易规模比重
不高自2010年中国—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建 成 以
米，中国与东盟贸易总
额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迎来了中国—东盟关系
的“钻石十年”。 根据
东盟秘书处网站统计，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
总额从2010年的2355.14
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
5168.79亿美元（见表2）
，年均增长12.8％。 表
2 2010 — 2020年中国与
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单
位：亿美元。

虽然印度尼西亚是
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但
是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
贸易往来中，印度尼西
亚并非排在首位。 

2 0 2 0 年 ， 在 中 国

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
中。 越南，新加坡，泰
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排前5位，分別山中
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5.7
％19.2％，15.4％，15.2
％和13.8％（见图1）;菲
律宾，缅甸，柬埔寨，
老挝，文莱排第6至第10
位，其中文莱，老挝，
柬埔寨与其他东盟国家
相比，与中国的进出口
贸易规模较小。 

可 见 ， 如 果 从 中
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关
系发展历史进程来看，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
贸合作具有良好前景，
但是如果从东盟区域比
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印
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还
需 加 過 ， 近 年 来 ， 在
中国—东盟整体贸易中
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

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上
升 ， 而 且 还 在 下 滑 。 
2010— 2013年，中国与
东盟各国的贸易规模，
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
亚处在前3位，印度尼西
亚排在第4位; 2013– 2019
年，新加坡，泰国和马
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平
稳发展，越南与中国的
贸易规模大幅上升（见
图1），在这期间印度尼
西亚成为中国与东盟的
第5大贸易伙伴，因此，
结合表2和图1来看。 

在中国与东盟贸易
快速发展的钻石年代，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
易规模和增长速度没有
达到中国与东盟贸易的
平均水平，这实际上与
印度尼西亚的东盟大国
地位很不相称。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关系：
特征、问题及发展对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