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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您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中国而言，这是推动地区国家合作的一个平台。我最初认为该倡议仅限于经济

方面，但在我更多了解“一带一路”后，我发现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经济上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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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但战略上中国也可以提升全球影响力，在全球竞争中提升中国的地位。因

此“一带一路”兼具经济和战略原因。

2、“一带一路”主要的长处（advantages）和不足（disadvantages）是

什么？

我认为，“一带一路”的长处在于为（许多国家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发展以及人文交流方面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关于不足，由于该倡议提出不久，且尚未看到已经完成的具体项目，因此我

不好说什么是明显的不足。以印尼高铁项目为例，它们仍处于建设中。如果完工，

我们可以说它的优势在于改善交通运输。而只有在工程完工后，我们才能看到有

什么不足，比如，是否会出现列车质量不达标，或者出现雇用太多中国工人建设

导致印尼方面的获益没有增加，以及一些项目上印尼方面无法参与到这些本国的

发展建设中。但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3、您去调研过印尼当地的这些项目吗，如港口、高铁或工业区？

我只去过位于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的高铁项目，这条高铁连接雅加达和万

隆，其间有四个主要火车站即雅加达、加拉万、瓦利尼和德卡鲁尔。我去了第三

个站即瓦利尼，它们仍处于建设中。高铁沿线穿过许多种植园（plantation）与

山区，山很高，因此需要修建隧道，虽然修建隧道非常昂贵。不过，由于征地问

题工程延迟了两年多。

（薛：是因为印尼土地私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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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印尼政府不能强迫民众免费交出土地。目前征地仅完成 60%，剩余 40%

需要提升价格，因此项目的成本上升了许多。印尼和中国最初都没仔细考虑过这

种问题。

（薛：据说中国公司方面给出的报价非常低，肯定无法从这个项目中赚钱）

如果中国公司无法赚钱，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这些企业会破产吗？我认为

中国不会接受让国企破产的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我的体会是，在印尼的任何“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都十分不

易，容易碰上土地和财政问题。就高铁项目而言，如果土地征用无法 100%完成，

中国就不会提供贷款。而没有资金，项目就很难继续推进。

（薛：高铁项目有望于哪一年完成？）

最初的截止时间是 2019 年，但现在我认为可能会在 2021 年完成。

（薛：如何协调中国建造的雅万高铁和日本建造的雅加达到泗水的高铁？）

中日两国在技术和设计方面都有差异，我不知道二者会如何对接。

（薛：这些高铁项目是印尼国家高铁网络的一部分吗？）

最初只有雅加达到泗水的高铁属于印尼国家高铁网络，最近才纳入雅万高

铁，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和印尼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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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据说，该项目是日本开始和印尼谈判，然后中国加入以较低价格获得

合同？）

是的。中国提供的条件更优惠，但现在价格上扬了。最初中国提供的报价是

55 亿美元，现在已经上升到 60 亿美元，增加了 5亿美元。

（薛：日本承建的雅加达到泗水高铁呢，价格如何？）

日本的那条价格就贵多了，可能日本已经考虑了土地问题。之前它在印尼建

造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日本知道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资金来获得土地。中国可能太急于获得这个项目。

（薛：中国在印尼建造了什么港口吗？）

目前中国还没有在印尼修建大型港口。印尼希望中国扩建苏拉威西岛的比通

港（Bitung）和苏门答腊岛上的瓜拉丹绒港（Kuala Tanjung），但中国没有同

意，仍在观望。我不知道是中国方面为什么没有同意，或许您在中国可以了解到

其中的原因。

（薛：现在有公司接手这些港口吗？）

没有，这些只是印尼方面的提议。后面您可以研究印尼提议的项目是否符合

中国的兴趣。

（薛：我听说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印尼建造船只并进行鱼类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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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这些是私营企业行为。我们将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同意的项目归为

“一带一路”，而私营企业的投资不属于“一带一路”。例如，马云的阿里巴巴

入股印尼的 Tokopedia，就不好说是“一带一路”项目。我们认为，“一带一路”

建设应该是两国政府同意的，能够让两国都收益。当然，“一带一路”目前还没

有明确定义。

（薛：是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也没有就什么是“一带一路”项目给出明确定

义）

很多中国私企在印尼投资，这持续了很多年。

（薛：如果一些公司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由从中国的银行获得贷款，这就

和“一带一路”产生了联系。）

是的，这意味着需要弄清楚哪些公司获得了此类贷款。

（薛：中国将很多内容纳入“一带一路”，有时会带来困惑。例如，企业以

“一带一路”为由可以获得税收和政策支持，以及各类贷款。）

是的。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4、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们没有看到显著的变化，我们能看到的是双边关系的提升，两国关系更为

有力，尤其是 2013 年后。2013 年前总统苏西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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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规划》。此后中国大量投资印尼，尤其是在电力、矿物等能源领

域。良好的政治关系会带来经济关系的增进。

5、您觉得“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没变？

没什么大的改变。印尼国内对华态度仍然不积极，尤其是因为 1965 年的排

华事件。总体而言，公众对华观点分歧很大。尽管佐科总统努力接近中国，但政

府其他部门尤其是反对派不希望看到印尼与中国过于接近。

（薛：什么原因呢？）

印尼一直害怕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如果过于接近中国，会受到中共意识形态

的影响。印尼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担忧其他意识形态传入并改变伊斯兰信仰。

但是公众尤其是青年认为，中国的行为隐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果引入中国

的劳工和技术，那么就会被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这很可笑。印尼政府现在正教

育民众，让民众意识到中国正在崛起，并且是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印尼如果与

中国保持经济合作会受益很多。印尼政府试图改变民众与共产主义抗争的旧观

念。

（薛：越南也是共产党领导，印尼害怕越南吗？）

不，印尼只是将越南视为竞争对手，其实印尼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程度要高于

越南。印尼害怕越南的一点是，它的发展速度快于印尼，因为越南更为开放而印

尼则是内向型发展。虽然越南也是共产党政府，但其仍是小国。相比之下，中国

是大国，而且印尼有很多华人，民众担忧这些华人会控制印尼经济，害怕这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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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对中国保持忠诚。

（薛：印尼华人在政治、文化和情感上持有何种身份认同？）

这取决于何种华人团体。老一代人可能仍对中国保持忠诚，我是华人，我的

祖父和父亲都认为中国最好，生活上遵守中国的惯例。他们甚至相信中国的任何

事物都很美好，包括中国政府。

（薛：他们是左翼吗？）

不，他们认为这是中国领导权的构建方式，中国因中共的领导而更为强大。

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弱化很多，因为他们接受西方教育，认

为西方民主和意识形态更好，西方国家也更为强大。

（薛：印尼学生去海外留学，第一选择是那个国家？然后又是哪些国家？）

第一当然是美国，因为其学校质量。第二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后面就是

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

（薛：如果一个人从新加坡获得博士学位，另一人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谁

更容易得到提拔呢？）

英国的更容易，因为印尼认为欧洲比亚洲的更好。我听说中国也是这样，比

如认为英国毕业的比新加坡毕业的更好，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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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当前中国的情况正在改变。我的同事有毕业于国内大学的博士，也有

毕业于欧美大学的博士，但对我们单位来说，他们毕业于什么大学并不是很重要，

关键是个人的实力与竞争力，比如是否可以在中国与国外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国外毕业的博士英语能力会更强一些，这对于发表英文论文有帮助，但在国

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未必比中国本土博士更有优势或者发表得更多。中

国好的期刊也普遍实行同行匿名评审。）

是的，中国目前也有很多顶级大学，能和世界大学竞争。

（薛：十几年前，美国获得博士归国者可能直接晋升为教授，无需经过副教

授这一关，而现在几乎不可能了，通常必须从助理教授做起。）

6、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南海政策？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取决于中国的南海政策如何适应“一带一路”的进程。

目前，“一带一路”政策显得比较灵活，中国对于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中国的南

海政策不那么灵活，对谈判的态度不那么开放。

（薛：在您看来，中国如何使其南海政策更加灵活？）

中国需要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关国家谈判。

（薛：但是东盟中的声索国表示它们不想和中国一对一谈判，而是希望集体

和中国谈判。这方面与“一带一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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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索国希望集体与中国谈判，但非声索国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一些国家如印

尼、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因此东盟整体无法和中国进行谈判。

（薛：您知道，《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中国和东盟 10 国签署的，那么，

您为什么说东盟不可能和中国谈判？）

南海问题确实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一个重大议题，但是东盟在应该达成何种

目标方面缺少共识，声索国和非声索国的利益并不一致，非声索国不会全力抗争。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希望使自己的南海政策被接受，需要表现得更为灵活，这

方面，中国可以从“一带一路”中吸取经验，让自己在南海问题上更开放。我认

为中国当前的南海政策上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据我所知，中国对于加快谈判进程

方面，不是很积极。

（薛：可以谈一下您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如何改进？）

中国可以和南海的很多利益相关方沟通。印尼的贸易航线会经过南海，美日

（也在在南海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要在南海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提

供多种解决方案。例如“一带一路”不仅关乎基础设施，还包括旅游、贸易、投

资等。当前南海问题仅仅与安全相关，中国应该将南海问题转变为经济、公共产

品等问题。

（薛：您觉得东南亚国家对哪些中国的行为最为关注？）

我从新闻中了解到的是，中国不断在南海建造军事设施，并且在岛上建造机

场等。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忧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能力和基地建设，认为中国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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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入侵它们。

7、您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包含的内容很广泛，不仅是修建道路和港口，还有种植、矿产、

能源等。因此，我认为，即使道路建设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其他项目也可以持续

更长时间。

（薛：是否可以说中国在这个阶段必须推行“一带一路”，因为中国的经济

达到了走出去的时候？）

中国当前还不算是富有国家，如果中国的 GDP 达到 50 万亿美元，那么中国

就达到了标准。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 10 年中保持 7%的增长率，可持续性取决于

中国是否能保持这个速度。如果增长速度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或全球经济衰退而下

降，那么中国很难维持“一带一路”建设。

（薛：佐科总统提出要把印尼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我想知道的是，

“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有重合之处么？）

我的研究结论是：二者没什么重叠。你手上拿的那本小册子是我的一个专题

研究，其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一带一路”全球地图，会发现它并

不经过“全球海洋支点”路线。我的主要看法是：“一带一路”是外向发展的，

而“支点”战略更多是针对印尼国内的发展倡议，旨在通过发展港口和航运以连

接和发展东部地区。中国更关注向外延伸，因为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印尼目前还

没有能力这么做，所以更关注提升国内地区连通性。中国和印尼可以考虑如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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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这方面中国可以提出一些方案。

（薛：印尼政府的该项倡议是否是吸引外资的手段？）

是的，印尼获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8、智库能为两国合作做什么？

智库在让政府做出正确决策方面非常重要。当前印尼政府可能不知道如何利

用“一带一路”带来的优势，虽然政府意识到这是个机遇，但可能不清楚如何把

机遇转变为实际获益。智库的作用就在于让印尼政府了解何种项目能够带来双赢

的结果。

（薛：印尼智库如何向政府建言献策？它们递交报告吗？）

他们向政府提交报告，有时能获得报酬，有时免费。独立智库也希望保持与

政府的关系，有时政府可能要求智库提供信息，但资金却来自于智库自己。这些

智库希望别人看到政府采用了它们的建议。

（薛：我与印尼学者有一些接触，也接受过印尼学者的一些访谈，但整体上

对印尼的智库不太了解，您来自印尼，熟悉情况，能告诉我印尼前五名的智库是

哪些吗？）

第一是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要研究国际问题。排名第

二的是斯麦鲁（SMERU）研究所，斯麦鲁是一座山的名字，这是一家私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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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际贫困问题。接下来是印度尼西亚科学院（LIPI），这是一个官方智库，

研究社会与文化问题。然后是经济与社会研究所（LPEM），这是印度尼西亚大学

（UI）下属的一所智库，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我觉得这几个是比较公认的比较

好的印尼智库，其他智库还有不少，但都不像这几家那样被公认为权威智库。

9、在您看来，多少民众支持佐科？

超过 50%。但不能确定最后的结果。我们从马来西亚的案例中看到，人们都

认为纳吉布会当选，但结果却出人意料。伊斯兰教在印尼是关键议题。一旦与伊

斯兰教搭上关系，那么很多事情的结果都会改变。有些人为了胜利会利用这个议

题。炒作这个议题也有助于佐科总统连任，但是他并不想打伊斯兰牌。

（薛：佐科当选以来受欢迎吗？）

非常受欢迎。印尼经济不如预期。由于美国的政策，印尼对美国的出口更加

困难。此外，外国对印尼的投资也不够多。对佐科来说，如何提升印尼的经济状

况非常重要，特别是让穷人感受到他的政策带来的好处。目前的情况是，他上台

后推行的许多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好处都落入了国有企业与大企业手上，

穷人没有感受到好处，因此有点失望与不满。

（薛：您说他很受欢迎，他在过去一年对国家有何贡献？）

他发展了很多基础设施，人们相信他会改变印尼，使本国成为更好的、更强

大的经济体。此外，他本人较为廉洁，而前任总统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他也没有

军方背景，民众不喜欢来自军方的总统，他们害怕军人控制政权。在有些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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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军人很难成为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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