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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中國政府和印尼政府關於恢復外交關係的諒解備忘錄（1990 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度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根據雙方于一九八九年二

月二十三日在東京達成的關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隆會議十項原則基

礎上實現兩國關係正常化的一致意見，通過友好協商，決定自一九九０年

八月八日起恢復兩國外交關係。 

 

  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度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同意互派大使，

併為對方大使館的重新開設提供方便。 

 

  雙方宣佈，應蘇哈托總統閣下的邀請，李鵬總理閣下將於中、印尼兩

國恢復外交關係之際，對印度尼西亞進行正式友好訪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度尼西亞共和國 

      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 

      錢其琛               

 一九九０年七月三日于北京 

資料來源：中共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