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中國的逐漸崛起，已引起世界大國的關注，也因為中共的外交思維期待世界朝向

多極化發展，加上中共為延續其經濟發展，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以及爭取各項天然資

源；因此，中共除改善與大國關係外，亦積極加強和區域國家的關係。與此同時，印

尼自蘇哈托總統（Suharto）下台後，政治大幅革新，尤其在 2000 年大選後的新政府

改變自 1960 年代以來的反共立場，懼怕中共政權而採取的謹慎保守政策，積極提升

與中共的戰略夥伴關係。本篇論文即是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促使印尼對中共外

交政策轉變之因果關係進行研究，並瞭解印尼近年來加強與中共之外交關係，對中共

擴大其區域影響力具推動作用，且在亞洲能夠抗衡歐、美勢力的發展，甚至對國際格

局產生一定之影響。 

由於華人在印尼社會中掌握大部分的經濟實力，對印尼國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貢

獻，特別是印尼在與中共進行密切交往的同時，亦不可忽略印尼華人所扮演的中介角

色。也因為印尼華人大多數均喜好民主自由，故傳統上與台灣維持良好友誼關係，加

上過去台灣的「南向政策」，使得台商赴印尼投資者相較於大陸為多；因此，印尼與

中共加強關係，勢將會對兩岸關係以及台灣的對外經貿發展產生間接性的影響。 

此外，雖然中共標榜「睦鄰外交」政策，並將與東協國家在 2010 年成立「中國

與東協自由貿易區」，惟因大陸的外貿產品與東協國家，尤其是印尼在輕工業輸出品

方面，例如紡織、鞋類等具有同樣質性，故經貿問題的協商將是該兩國主要的衝突點。

不過印尼與中共彼此間在外交領域，則需要相互合作，一方面中共藉加強與印尼的關

係，再透過東協組織擴大其對區域的影響力，可在亞洲對美國形成抗衡；另一方面，

印尼也將尋求中共的政治支持，讓印尼能躋身於大國之林，至少是區域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