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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     論 

根據本篇所論，印尼改變對中共的交往態度，其原因實包含了該兩國基於新古

典現實主義的思維，以各自國家利益為加強外交關係的基礎。就像中共決定與包含

印尼在內的東協國家成立自由貿易區，一方面是為了互補雙贏；但另一方面中共可

以爭取到東協成為其出口市場，以及印尼希望利用對中共的出口，幫助其經濟因受

1997 年金融風暴影響後能加速復甦。此外，中共亦可將東南亞尤其是印尼當作其國

內所需各種能源與原料的供應地，有助於中共在亞洲對歐、美、日的抗衡力量。1當

然，印尼將會獲得中共在國際上之政治支持，尤其是印尼希望中共支持其處理國內

分離主義活動的立場，以及在聯合國內，借助中共的力量早日讓印尼能成為代表亞

洲的安理會非常任理事國，以提升印尼的國際地位。 

至於印尼國內政治因素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角度觀察，其對外交政策產生之影

響，可由本文瞭解印尼在進行民主化過程裡，其國內與區域國家最擔憂的即是選舉

過程和平與否恐將影響區域穩定，但事實證明 2004 年的印尼總統直選成功落幕，

印尼民眾以選票選出能繼續帶領國家持續發展的領袖；由於長期的穩定對區域經濟

發展具有正面影響，而愈民主開放的印尼將會帶來愈和平與穩定的區域環境，且有

助於強化東協國家的集體行動能力。2中共雖趁美國影響力退出東南亞之際，藉加

強與印尼關係發展以擴大介入區域事務之影響力，並對美國在亞洲形成抗衡；惟因

印尼民主轉型成功，在外交作為上對採取獨立自主立場更具信心，並以民主開放的

理性考量外交決策，也會促使美國願意恢復對印尼的軍事援助與加強各項交流，避

免東南亞地區完全被中共納入勢力範圍，影響美國在區域內的利益。 

再就決策者在外交政策所扮演之角色分析，印尼經由民主的選舉程序所選出的

領導人－蘇希洛總統，其在審酌印尼國內外情勢後，將以恢復印尼經濟發展為施政

要務，企圖改善印尼的國際形象；並以維持穩定的政局做基礎，擴大吸引外商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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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協會，民國 94 年 1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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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投資。此對印尼而言，亦係在全球化趨勢發展下較佳的決策；也由於蘇希洛曾接

受西方教育，較一般傳統的印尼政治人物更具有自由與民主的思想，可接受較務實

與彈性的外交路線。而中共的全球對外政策基調原即採取「參與多邊外交活動，維

護世界和平」之立場，在亞洲區域則遵循「睦鄰、安鄰、富鄰」之思路，以「和平、

安全、合作、繁榮」作為政策目標，並要推動睦鄰友好和區域合作，尤其特別指出

與東協國家繼續發展關係。3且有大陸學者認為 21 世紀的經濟發展，將是歐盟、北

美自由貿易區，以及東北亞和東南亞所組成的亞洲區域等三大經濟體；其中在亞

洲，中共與日本則是最重要的支柱國。4因此，中共自認理應與東協國家合作，當

然印尼是東協的主要大國，不論是現任的蘇希洛總統，或是印尼未來的領導人也會

傾向持續與中共加強外交關係。 

此外，綜觀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歷程，印尼在中共前總理周恩來於 1955 年造

訪後，雙方政府關係才開始大幅發展，但因當時印尼內閣逐漸具有親共色彩，使印

尼共黨大膽在爪哇地區、北蘇門達臘，甚至峇里島推行土改，造成農民與地主，以

及地方官僚和軍方管理者之間的強烈衝突；因此，也有反共勢力的興起。大體上，

印尼政局因受到中共勢力的滲透，以及中共與前蘇聯分裂的影響，在 1960 年代初

起，印尼已經出現由美國和前蘇聯秘密支持的反中共勢力（包括印尼陸軍及回教組

織勢力），對抗以蘇卡諾為核心的親中共政權。5嗣後演變成 1965 年發生的「930 事

件」，兩國開始彼此不信任與猜疑，這樣的關係一直持續到 1990 年雙方復交為止，

印尼才逐漸排除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印尼積極開展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其實也是受到了中共加強與東協國家關係之

影響；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和東協國家關係持續緊密之原因，尚包括

了大陸廣大市場的吸引力，以及 1980 年代東協各國經濟困難，需要對外發展貿易

等兩大重要因素。6印尼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在 2005 年簽訂「戰略夥伴關係」時，

已經確立了未來繼續發展全面領域合作的方向，並在次年 2006 年上海舉行兩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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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論壇（Indonesia-China Energy Forum, ICEF），雙方基於增進兩國的繁榮與穩定發

展，印尼將擴大吸引外商，尤其是中共到印尼投資，同時印尼也會改善國內投資法

令，以及保證從中央到地方能夠提供一致性的法令配合，特別是對於印尼與中共在

能源方面的合作項目，創造良好的投資環境。7 

印尼的長程外交策略在於能夠推動建立一個完整、統一與民主的印尼，建立區

域衝突的制衡機制，並藉國際合作確保印尼資源安全輸出以增進印尼經濟發展，以

及爭取成為聯合國安理會的非常任理事國。8因此，印尼在改善與中共外交關係時，

仍將視中共如何滿足印尼在政經方面之需求，藉此兩國才能在交往當中爭取到最大

的國家利益；當然過程中會遇到需要彼此合作的領域，以及可能發生的利益衝突。

雖然如此，但因全球化以及世界已朝向一超多強的格局發展下，印尼仍然必須正視

與中共的關係發展，方有利於印尼提升國際地位，至少也能成為區域大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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