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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 经
济 与 金 融 发 展 研 究
所（Indef）执行董
事Tauhid Ahmad透
露，2023年国家收入
和支出预算草案的数
据，表明政府在全球
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
下为维护经济稳定所
做的努力。甚至政府
也对明年的增长率寄
予厚望，将增长率固
定在 5.3% 的水平。

“ 政 府 似 乎 很
悲 观 。 增 长 率 停 滞 不
前 ， 因 为 今 年 的 增 长
范 围 是 5 . 1 ％ 至 5 . 4 ％
，”他昨天解释说。

佐 科 维 总 统 在 周
二（8月16日）的 国会
全 体 会 议 上 提 交 了 关

于 2 0 2 3 财 年 国 家 预 算
的 法 案 和 一 份 财 务 说
明 。 提 出 了 一 些 基 本
的宏观假设和2023囯家
收 入 和 支 出 预 算 草 案
的 数 据 ， 以 应 对 明 年
的不确定形势。

根据 Tauhid 的说
法，2023年国家预算法
案 显 示 政 府 预 计 明 年
的 国 民 经 济 不 会 比 今
年 好 多 少 。 原 因 是 全
球 地 缘 政 治 危 机 预 计
不 会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结
束。

这 种 情 况 导 致
能 源 和 食 品 价 格 波 动
并 趋 于 高 位 。 不 可 否
认 ， 这 将 像 今 天 一 样
从 贸 易 方 面 对 印 度 尼
西亚产生影响。

“ 然 后 因 为 明
年 许 多 国 家 预 计 将 经
历 一 场 危 机 ， 其 中 包
括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许
多 贸 易 伙 伴 。 这 肯
定 会 对 我 们 产 生 影
响，”Tauhid说。

此 外 ， 明 年 的
财 政 扩 张 也 被 认 为 是
有 限 的 。 这 可 以 从 仅
3 , 0 4 1 . 7 4 万 亿 盾 的 国
家 预 算 分 配 减 少 中 看
出 。 这 低 于 今 年 预 计
的3169万亿盾估计国家
支出。

更 不 用 说 政 府 被
要 求 将 预 算 赤 字 缩 小
到最高3%。在 2023 年
国 家 收 入 和 支 出 预 算
草 案 中 ， 政 府 将 预 算
缺 口 目 标 定 为 国 内 生

产总值 (GDP) 的 2.85%
，即 589 万亿印尼盾。

“ 很 明 显 ， 财
政 扩 张 将 受 到 限 制 。
这 意 味 着 政 府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推 动 力 将 会 降
低，”Tauhid说。

他 评 估 说 ， 政 府
提 出 的 2 0 2 3 国 家 收 入
和 支 出 预 算 草 案 的 基
本 假 设 和 定 位 相 当 不
错 。 原 因 是 ， 如 果 政
府 过 于 大 胆 扩 张 ， 恐
怕风险会更大。

实体部门重点
在 另 一 个 场 合 ，

印 度 尼 西 亚 工 商 会 馆
国际关系副主席 Shinta 
Widjaja Kamdani 评价
说，2023年囯家收入和
支 出 预 算 草 案 说 明 了

政 府 为 刺 激 我 国 实 体
部门所做的努力。

“ 在 预 计 中 短 期
全 球 压 力 增 加 的 情 况
下 ， 政 府 似 乎 专 注 于
刺 激 实 体 部 门 的 经 济
活动，”Shinta 昨天表
示。

她 继 续 说 ， 明 年
的 基 础 设 施 预 算 分 配
计划将达到 379.02 万亿
印 尼 盾 ， 这 反 映 了 政
府 鼓 励 更 高 经 济 活 动
的努力。 这是因为预
算 记 录 高 于 今 年 的 基
础 设 施 支 出 ， 预 计 今
年达到 363.76 万亿盾。
（莉丽）

2023年国家收支预算案力求困境中奋进
重视实体部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中新网北京8月18
日电 (张素 卢昊 陈祥)
中华日本学会2022年
年会暨“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中日关系回顾与
展望”学术研讨会18日
在北京大学召开。多位
学者通过对两国政治、
外交、安全、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的变迁
进行梳理，重温中日关
系的初心，探讨中日关
系的未来。

2 0 2 2 年 是 中 日 邦
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
来 ， 国 际 形 势 风 云 变
幻，中日两国的经济、
政治、外交、社会均发
生了深刻变化。此次会
议 由 中 华 日 本 学 会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
本研究所、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承办。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

博在致辞中指出，北京
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研究
始终以思考与研究中国
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己任，本次中华日本
学会年会正值中日邦交
正常化50周年，是对中
日关系进行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的重要契机。
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发
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大
学有责任通过学术教育
与文化交流等方式，促
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中 日 友 好 协 会 常
务副会长、中国前驻日
大使程永华在致辞中强
调，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当前国际

形势动荡加剧，中日关
系面临复杂严峻挑战，
处于历史十字路口。中
日两国仍应积极顺应和
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努力开展沟通，跨越认
知 鸿 沟 ， 克 服 问 题 障
碍，争取书写和平友好
合作共赢的两国关系新
篇章。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闫
坤在致辞中认为，中日
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史
节点下，本次学会正逢
其时，意义重大。50年
来 ， 中 日 两 国 的 发 展
与交流不仅惠及两国国
民，也对亚洲和平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
中日关系当前面临诸多
问题，但人文交流始终

是两国关系强韧纽带。
中日两国应正确把握历
史发展方向，积极加强
文明交流。

中华日本学会会长
高洪表示，在过去一年
国际形势、中日关系风
云变幻下，学会走过了
不平凡的一年。在中日
关系复杂形势下，更有
必要就两国关系现状展
开深入全面探讨，提出
建设性应对方案，为两
国关系创造更加积极健
康的前景。

会 上 ， 多 位 学 者
分别进行纪念演讲。其
中，中国前驻美大使、
中国前驻日大使、中国
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
问崔天凯表示，当前中
日关系所面临的波折起

伏，反映了百年未有国
际变局的重要特征，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
际上必经的历史阶段，
各方在这一进程中面临
着重要的战略抉择。他
认为中方应保持战略定
力 ， 坚 持 正 确 战 略 方
向。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在做主题演讲时，对学
者、学界如何应对当前
的两国关系现状提出看
法。他说，既要看到中
日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
系，也要看到一些现实
状况的改变，推动日本
研究形成大有作为、也
必须有所作为的局面。(
完)

中华日本学会2022年年会召开
多位学者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