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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代表，

在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印尼关系蓬勃发展，在打造“中印

尼命运共同体”上迈出关键步伐。2015 年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成立以来，

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青年、传媒等多领域取得

丰硕交流成果。2022 年，随着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访

华与中印尼巴厘岛联合声明发布，中印尼关系更加密切。未来，中印尼可

力图改变既有人文交流领域中的不对称情形，在理解文化、宗教多元化的

基础上，以更加务实的“小而美”项目助力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增

进民间共情，为中印尼关系提供实质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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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的
历史沿革01

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首个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

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的首个人文交流机制。

2014 年 11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印尼总统佐科时指出，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

使双方人相亲、心相近，为两国时代友好提供持续动力。

2015 年 3 月，印尼总统佐科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支持建立由中国负责人

文交流事务的副总理和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牵头的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

2015 年 5 月 27 日，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和时任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共同主持了

会议。双方重申了两国元首建立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加强双方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回顾了两国

人文交流的重要进展，并为未来双方人文交流的发展提供了指引和总体规划。双方发表了《中印尼

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联合公报》，1 确定两国将在公共卫生，尤其在传染病防控、全民健

康覆盖、卫生人力发展以及健康教育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并共同努力争取早日续签两国在卫生领

域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国卫生合作不断深入发展。2 此外，刘延东和布安共同见证了关于教育、科

技、文化等 7 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3

2016 年 8 月 1 日，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中国贵阳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和时任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马哈拉尼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印尼

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公报》。4 时任刘延东副总理指出，中印尼都处于发展的关键

时期，在促进地区繁荣和稳定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的发展战略以及东

盟共同体建设有效对接，需要不断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塑造开放包容的“软环境”。双方应以战略

1   新华网：《中国－印度尼西亚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印尼举行》，2015 年 5 月 28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8/c_1115443374.htm，2023-04-23。

2   人民网：《刘延东：中国将为印尼培训百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015 年 5 月 28 日， 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5/0528/c70731-27072088.html，2023-03-0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网：《中国－印度尼西亚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印尼
举 行 》，2015 年 6 月 1 日，http://id.china-embassy.gov.cn/zgyyn/201506/t20150601_2084318.htm，2023-03-
09。

4   新华社：《刘延东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2016 年 8 月 1 日，http://www.gov.cn/
guowuyuan/2016-08/01/content_5096701.htm，202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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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长远眼光，按照机制化、品牌化、大众化的思路，使中印尼人文交流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

典范，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地区繁荣和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暖力量”。会后，双方

共同见证教育、科技、文化、林业等 8 个合作协议签署，1 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与印尼签署促进

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协议，通过人员互访、技术交流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在文化遗产保护

与修复、博物馆、世界遗产及打击非法贩运文物等领域的合作。2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在印尼梭罗市举行。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和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马哈拉尼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印

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纪要》。3 双方共同签署了 6 份谅解备忘录，涉及港口建设、电

影、青年合作等领域。4 其中科技创新合作是该机制框架的重要议题之一，双方共同签署“中印尼科

技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科技园合作”等三项协议，确定了未来三年双边科技合作方向和重点

内容。5

此后，中印尼未举办官方层面的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但在两国的人文交流领域，官方

和民间仍然同时发力，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下的其他工作稳步展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

日益扩大，社会参与更加广泛，人文交流为中印尼双边关系持续注入新活力。

2021 年，中印尼两国在副总理级的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文三个机制上，整合建立了中国印尼

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2021 年 6 月 5 日，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在中国贵阳举行首次会议。

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尼总统特使、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宾萨·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达成五点重要共识：夯实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战略步伐；深化新

冠疫苗和卫生健康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质升级、加快推动“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

开拓海上合作广阔空间、拓展海洋互利合作；丰富双方人文交流内涵、拓展线上旅游等。6

2022 年 7 月 9 日，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时任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共同主持。双方确定了建设中印尼命运共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网：《刘延东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
2016 年 8 月 3 日，http://id.china-embassy.gov.cn/zgyyn/201506/t20150601_2084318.htm，2023-03-09。

2   Yanti Hermawan, “Persetujuan Antar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Republik Indonesia 
dan Badan Negara Untuk Warisan Budaya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Mengenai Kerjasama dan Promosi di 
Bidang Warisan Budaya,” August, 2016, https://adoc.pub/-repubukindonesia.html, 2023-03-09.

3   新华网：《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举行》，2017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7-11/29/c_1122026064.htm，2023-04-23。

4   Medcom.id: RRT-Indonesia Teken Nota Kesepahaman Enam Bidang（美都新闻网：中印尼重点推动签署
六 大 领 域 的 谅 解 备 忘 录，2017 年 11 月 28 日）, https://nusantara.medcom.id/jawa-tengah/peristiwa-jateng/
dN6rAwyN-rrt-indonesia-teken-nota-kesepahaman-enam-bidang, 2023-03-09.

5   InfoPublik: Dicanangkan Rencana Aksi IPTEK dan Inovasi Indonesia Tiongkok 2018-2020（印尼公共信息
门户：中印尼科技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发布，2017 年 11 月 29 日）, https://infopublik.id/kategori/nasional-
sosial-budaya/236349/dicanangkan-rencana-aksi-iptek-dan-inovasi-indonesia-tiongkok-2018-2020?show=#, 
2023-03-09.

6   Sindonews: China-Indonesia Sepakati 5 Hal Ini dalam Dialog Tingkat Tinggi（环绕印尼报：中国印尼高级
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达成五点重要共识，2021 年 6 月 8 日）,https://ekbis.sindonews.com/read/449334/34/
china-indonesia-sepakati-5-hal-ini-dalam-dialog-tingkat-tinggi-1623128818?showpage=all, 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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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大方向，构建了双边合作“四轮驱动”的新格局，即政治、经济、文化和海洋。双方对两国经

贸合作丰硕成果感到满意，将继续推动经贸合作更加平衡、高质量发展；双方还将加强执法、安全、

人文等领域合作。1

2023 年 4 月 4 日，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三次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共同主持。王毅指出，2023 年是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印尼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之地，中方愿同印尼

一道，全力保障雅万高铁如期建成通车，积极推动“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项目，推

进下阶段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加强发展融资、绿色经济、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深化

海上合作，推动双边经贸投资合作量质齐升。王毅说，习近平主席近期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

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中方愿同印尼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鼓励两国政府、政党、

议会、地方及民间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不断丰富和完善文明对话的内容和形式。2

中印尼人文交流
相关机构02

图 1  中印尼人文交流相关机构

1   Media Indonesia: Tiongkok-Indonesia makin Perkuat Kerja Sama,（印尼媒体报：中国印尼继续加强合作，
2022 年 7 月 13 日）, https://epaper.mediaindonesia.com/detail/a-2110//, 2023-03-1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王毅同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共同主持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会议》，
2023 年 4 月 4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4/t20230404_11054351.shtml，202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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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人文交流的
顶层设计03

元首外交为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提供战略引领。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印尼并发表演讲。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印尼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双

方互信不断加深，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更加牢固，两国务实合作领域更加广泛，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愿同印尼共同努力，扩大并深化人文交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

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1

2015 年 5 月 2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印尼自 2013 年 10 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相信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的启动将

有助于推动两国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心灵相通、文明互鉴，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夯实民意基础。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和印尼打造“全球

海洋支点”发展规划高度契合，两国发展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

抓住时机，携手努力，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2

2018 年 5 月 15 日，由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馆主办、印尼北苏门答腊大学和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协办的“中国与苏门答腊的人文交流——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省会棉兰市举行。

时任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事孙昂作了《促进文化交流 发展友好关系》的主题发言。他以历史上中国

与苏门答腊文化交流的事实和保留至今的文化遗存为例，阐述了人文交流在中印尼两国友好关系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3

2019 年 6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习近平主席指出，2020

年是中印尼建交 70 周年，双方要再接再厉，共创新时期两国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新局面。双方要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建设好雅万高铁、“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拓展职业培训合作，推动共建“一

1   新华网：《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 年 10 月 3 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21-06/06/c_1127535098.htm，2023-03-10。

2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分别向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致贺信》，2015 年 5 月
2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5/28/content_2869804.htm，2023-03-1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棉兰总领事馆：《驻棉兰总领馆举办“中国与苏门答腊的人文交流——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2018 年 5 月 15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4/t20230404_11054351.shtml，202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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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合作提质升级。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开展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等合作，让科技引领、创新驱

动成为两国和地区发展的新动力。1

2020 年 4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互致贺电，庆祝中印尼建交 70 周年。

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 70 年来，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两国关系定位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全球的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佐科在贺

电中表示，印尼与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纽带，两国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交往密切，铸就了牢固

的友谊。两国关系历经 70 年，已日臻成熟，这是印尼和中国取得的显著战略性成果。在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框架下，双方秉持合作精神，必将推动两国不断发展和繁荣，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

荣作出贡献。2

2022 年 7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两国元首会晤联合新闻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将加快恢复包括印

尼留学生返华复学在内的人员往来，增加直航航班，密切教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双

方将加强疫苗与基因联合研发和生产合作，助力印尼打造区域疫苗中心。3

2022 年 11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就中印尼双

边关系、当前形势及有关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就加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建中印尼命运

共同体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指出双方

将加快恢复疫后人员往来，深化科技创新、教育、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增进民心相亲。4

2023 年 7 月 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会见来华出席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

式并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习近平指出，中国与印尼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好伙伴，中方愿

以今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为契机，同印尼深化战略合作，打造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

团结合作、共促发展的典范，为地区和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在职业教育、语言教学、

医药卫生、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加大同印尼合作。佐科表示，印尼愿同中方继续加强投资、海洋渔业、

粮食安全、医疗卫生等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印尼积极支持。印尼愿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5

1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019 年 6 月 2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28/
content_5404182.htm，2023-04-23。

2   新华社：《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就中印尼建交 70 周年互致贺电》，2020 年 4 月 13 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63850064452072676&wfr=spider&for=pc，2022-12-21。

3   中 国 政 府 网：《 习 近 平 同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 会 谈 》，2022 年 7 月 26 日，http://www.gov.cn/
xinwen/2019-06/28/content_5404182.htm，2023-04-23。

4   中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2022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mfa.
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7_10976699.shtml，2022-12-11。

5  新 华 网：《 习 近 平 会 见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 》，2023 年 7 月 27 日，http://www.news.cn/
world/2023-07/27/c_1129771664.htm， 202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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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人文交流
现状04

总体来看，中印尼近年来的人文交流呈现出频次不断增多、质量逐渐提升、品牌项目愈发亮眼

的特征。1 具体而言，双方教育交流形式创新，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卫生合作成效颇丰，体育、智库、

友好城市、青年、媒体等领域合作逐渐深入，在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合作成果。

在经贸合作上，中印尼通过推介自由贸易港、投资交流会、两国双园等方式，推动互联互通、旅游、

教育、热带农业等重点产业合作，将人文交流融入至经贸互动中。例如，2023 年 2 月，福州经贸交

流代表团开启东南亚之行，首站来到印度尼西亚，当日在雅加达举行印度尼西亚—福州经贸对接会

暨项目签约活动。

在卫生合作上，中印尼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保持密切沟通。两国就抗疫合作、经贸合作、区

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多次深入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尼提供医疗物资，两国企业成功

开展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积极推进疫苗采购、研发和联合生产合作。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支持印

尼成为“区域疫苗生产中心”的目标，两国抗疫合作不断升级，为切实保障中印尼人民生命健康做

出贡献。2 根据 2022 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调查报告显示，68.7% 的印尼受

访者认为中国对东盟抗疫的支持力度最大，充分彰显了中国与欧盟卫生合作的成效。3

在地方互动领域，中印尼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形式多样。双方通过友好城市打造“印尼城”、“中国城”

等品牌措施，推动中印尼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截至目前，中国与印度

尼西亚已建立了 32 对友好城市，是东南亚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印尼友城关系因

为地缘政治、经济合作空间、旅游资源丰富和人文交流历史悠久等因素而发展迅速。4 2022 年 9 月，

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取得新进展，福州拟规划打造 12 平方公里的中国印尼城，有望进一步承担

友好城市“桥梁”“平台”的先行示范作用。

在旅游领域，目前，中印尼旅游交流形式愈发丰富，活动更加多样。中国到访印尼游客突破

1   孙晓萌、傅聪聪：《“四轮驱动”构筑中印尼人文交流合作新格局》，《神州学人》，2022 年第 5 期，第
15-17 页。

2   刘明周、刘乙男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2020 年的卫生合作》，载韦红主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
发展报告蓝皮书（2021）》，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5 页。

3   “The Southeast Asia: 2022 Survey Report”, Singapore: ISEAS, February 16, 2022, p.13.
4    李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城市关系缔结现状分析》，《东南亚纵横》，2017 年第 4 期，第 39-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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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人次，成为印尼最大外国游客来源国之一。1 中印尼不仅开启了包括“中国—印尼大熊猫保护

合作研究”，将中国国宝“大熊猫”作为国家名片加以传播，更是通过共建海南“巴厘村”等方式，

将印尼旅游圣地巴厘岛推介至中国，实现两国旅游更加便利、交流更加频繁的阶段性成果。2022 年

2 月 15 日，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遇见中国，心动广西”桂林营在广西桂林旅游学院开营，印尼

大学生们通过网络“云游”广西，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汉语言学习和传统

文化体验双丰收。2

在青年领域，2017—2019 年，“中印尼青年交流互访游学活动”连续举办三届，既加强了中

印尼青年对对方国家的了解，也为两国青年交往搭建了桥梁、建立了深厚友谊。3 此外，中印尼还积

极通过各类夏令营、冬令营等方式扩展交流渠道，利用中短期时间增强两国青年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与体验。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印尼青年交流多以线上方式进行，但仍保留了中印尼传统文化、艺

术等交流的精髓。例如，2021 年 5 月，首期“睦友乐相知”友城文化交流项目暨中国厦门市—印尼

泗水市友城营举办，百余名中印尼学生与专家参与。2022 年 9 月，黎明职业大学举行中印尼青少年

“庆中秋，话团圆”线上文化体验活动，在增进技术青年人才交流的同时，为促进中印尼文化交流

融合贡献青年力量。

在传媒领域，两国在媒体论坛、从业人员互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流、影视剧合作等方面

的互动逐渐增多，成为中印尼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助力了中印双方消除误解、增进互信。例如，

2018 年中印尼媒体在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举办中印尼媒体见面交流会，30 多名主流媒体资深

记者参与交流，共商加强合作促两国“民心相通”。类似活动为中国与印尼两国主要媒体负责人提

供了直接交流与互动的平台，通过媒体界的合作，增进了中国与印尼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互信。4 印尼

驻华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称赞中国在 G20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认为两国在卫生

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的能源转型这三大优先议题领域均开展了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并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期待两国未来开展更多合作与交流。5 2022 年巴厘岛 G20 峰会后，印尼《雅

加达邮报》称赞中国在 G20 中扮演重要角色，呼吁各国应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6 印尼当地媒体

（Indonesia Window）在 G20 系列报道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支持二十国集团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

1   中 国 新 闻 网：《 流 动 的 中 国 世 界 新 活 力 》，2019 年 2 月 9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
gj/2019/02-09/8749731.shtml，2023-04-18。

2   中国新闻网：《印尼大学生“云游”广西：希望成为印尼和中国文化交流使者》，2022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gx.chinanews.com.cn/kjwt/2022-02-25/detail-ihavxxqv5335633.shtml，2022-11-28。

3   中国新闻网：《第三届“中印尼青年交流互访游学活动”开启印尼之旅》，2019 年 4 月 6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hr/2019/04-06/8801805.shtml，2022-11-26。

4   中国新闻网：《中印尼媒体代表聚首登巴萨交流促两国“民心相通”》， 2018 年 7 月 14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cn/gj/2018/07-14/8566704.shtml，2022-11-27。

5  ANTARA News: Dubes: Indonesia pandang penting kerja sama dengan China dalam G20（ 安 塔 拉 通 讯
社：印尼重视在 G20 与中国开展的合作），2022 年 10 月 13 日，https://www.antaranews.com/berita/3176473/
dubes-indonesia-pandang-penting-kerja-sama-dengan-china-dalam-g20，2023-03-10.

6   光明网：《印尼媒体：中国在 G20 峰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2022 年 11 月 17 日，https://world.gmw.
cn/2022-11/17/content_36166665.htm，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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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发言权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1

在科技交流领域，中印尼科技合作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印尼已打造“中印尼科技交流周”“中

印尼青年科学家交流项目”“中印尼科技合作论坛”等品牌旗舰项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印尼科技创新合作论坛”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在印尼科技研究与高等教育部举行，时任中国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印尼已在科技合作协议、国家级联合实验室、

技术转移中心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上百名印尼科研人员赴中国参加教育培训和短期科研，双方同

意签署《中印尼科技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中印尼科技互动愈发深入。2

在教育交流方面，中印尼高等教育机构交流持续升温，呈现出由学术互动向社会服务、经济发

展等多领域外溢特征。例如，2022 年 11 月 15 日，中印尼人文交流发展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在扶贫减贫、城乡基层治理、疫情防控与基层卫生治理、数字经济与数字治

理、高校及智库交流合作、产学研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的交流研讨。3 2023 年 2 月，三亚学

院赴印尼首都雅加达开展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并围绕华文教育、文化交流、学术互动、传播中国（海

南）形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4  在职业教育交流上，职业教育交流形式不断拓展。

2022 年 3 月 14 日，印尼“中文＋职业技能”本土师资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线举行，目前，鲁班工坊、

职业技术学院间的互动交流已经惠及上万中印尼民众，成为我国打造“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一环。5 

在体育交流领域，中印尼体育交流逐渐恢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收紧出入境管理，

中印尼体育交流由此受到冲击，但射击、龙狮、象棋等项目采取线上举行的新方式，拓展了体育交

流的空间和交流方式。同时，印尼为筹办 2023 年篮球世界杯做足准备，中国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2023 年杭州亚运会。6 2022 年 6 月，一年一度的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成功举办，在印尼的很多中国机

构纷纷组织羽毛球比赛并邀请中国与印尼企业人员参与，掀起了“羽毛球热”，使羽毛球成为中印

尼交流的名片之一。

在文化领域，中印尼文化艺术交流形式多样，共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走深走实，为两国经济交

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2022 年 9 月，“花好月圆”中秋文化活动走进印度尼西亚，海内外媒体

1   Indonesia Window: Fokus Berita: KTT G20 Bali tingkatkan keyakinan dalam pemulihan ekonomi global 
(Bagian 2) （印尼之窗：新闻焦点：巴厘岛 G20 峰会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下））, 2022 年 11 月 15 日 , https://
indonesiawindow.com/china-mendukung-g20-dalam-mainkan-peran-utama-atasi-tantangan-global/, 2023-
03-10.

2   中 国 新 闻 网：《 中 国 - 印 尼 科 技 创 新 合 作 论 坛 在 雅 加 达 举 行》， 2017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
chinanews.com/gn/2017/11-28/8386984.shtml，2022-11-28。

3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2022 中印尼人文交流发展论坛成功举办》，2022 年 11 月 19 日，https://
mp.weixin.qq.com/s/07JoFz1fBexoFdXo2jnoQw，2022-11-25。

4   人民网：《三亚学院赴印尼人文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发展交流》，2023 年 2 月 18 日，http://hi.people.com.
cn/n2/2023/0218/c338424-40306592.html，2023-04-15。

5   中国—东盟中心：《陈德海秘书长出席印度尼西亚“中文 + 职业技能”本土师资培训班联合开班仪式》， 
2022 年 3 月 14 日，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news/xwdt/2022-03/10329.html，2022-11-24。

6   陈菲、王佳宁：《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体育交流合作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载韦红主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
人文交流发展报告蓝皮书（2021）》，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0-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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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平台发布活动相关稿件和视频已超 300 条，累计阅读量超 3000 万。1 中印尼艺术交流同样增多。

2022 年 6 月，继 2020 年巴厘岛举行首届中印尼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之后，第二节中印尼文化艺术交

流盛典也正式起航，该项目已成为中印尼艺术互动的品牌项目，知名艺术家、导演、演员群体纷纷参与，

自发担任“中印尼艺术交流大使”。2 出版领域，2022 年印度尼西亚国际书展于 11 月 9—14 日在雅

加达会展中心举行。这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书展，吸引了引众多中国和印尼出版商的参与，以

实际行动推进“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开展，也是中印尼出版界推动两国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3

在智库领域，两国智库通过发挥搭建平台、加强双向人才培养、推动科学研究、加强学术与政

策对话等功能，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搭建了教育信息、学术资源共享的平台。同时，两国智库持续探

索跨国人才培养新机制，促进高校联盟的互动与交流，加强中印尼对彼此的战略研究与解读工作。

近年来，中印尼智库交流出现新趋势和新动态，具体表现为“互联网 +”智库合作模式的兴起，为促

进中印尼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咨政作用。目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印尼人文交流

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印尼研究中心等逐年出版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报告，并提交相关咨

询报告，在成为中印尼智库交流重要力量的同时，更促进了中印尼智库互动朝纵深方向发展。4

中印尼人文交流的
特点与展望05

近年来，中印尼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合作。印尼总统佐科于 2022 年 7 月拜

访中国，成为北京冬奥会后习近平主席首位接见的外国元首；5 2022 年 11 月 14—15 日，G20 领导

1   中国新闻网：《2022 年“花好月圆”中秋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印度尼西亚》， 2022 年 9 月 10 日，http://
www.chinanews.com.cn/gn/2022/09-10/9849893.shtml，2022-11-27。

2   中华网：《2022 年第二届中印尼文化艺术交流盛典正式启航》， 2022 年 6 月 19 日，https://tech.china.
com/article/20220619/062022_1088315.html，2022-11-24。

3   搜狐网：《社科文献印度尼西亚文版新书发布会暨“‘全球发展倡议’与中印尼合作前景”出版论坛在雅加达隆
重举行》，2022-11-13，https://www.sohu.com/a/605276710_121119377，2022-11-25。

4   刘德军、王勇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智库合作》，载韦红主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发展报告蓝
皮书（2021）》，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31 页。

5   新 华 网：《 习 近 平 同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 会 谈》， 2022 年 7 月 26 日，http://www.news.cn/politics /
leaders/2022 -07/26/c_1128865668.htm，访问时间：202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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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峰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中国—印尼关系在此次峰会后再次升温，两国于 11 月 16 日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要“加快恢复疫后人员往来，深化科技创新、教育、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增进民心相亲”，助力中印尼人文交流再上一层楼。1 诚然，中印尼在人文交流上取得了不菲成绩，

但需注意的是，中印尼之间仍存在人文交流不平衡、政治风险外溢、对华负面认知等阻碍中印尼人

文交流深入发展的挑战。鉴于此，中印尼应在尊重彼此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把握中印尼战略发展

机遇；贯彻在地化交流理念，让中印尼的交流故事更加触手可及，更加打动人心。

（一）中印尼人文交流的挑战与困境

其一，两国文化交流在一些领域存在不平衡情况。无论是人员互访还是项目互动，大都以中方“走

出去”为主，显示出了对外文化交流存在主动性差异。印尼政府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首要目的是保

护本民族文化和“以文促经”，在人文交流中难免存在不足。2 有学者指出，在具体实施时出现形式

主义问题，一些交流注重活动场面热闹，参与数据可观，缺乏对印尼民众的实际接触。比如两国联

合举办晚会时，出现了双方演员各自排练，互不来往，错失两国民众深入交流、增进情谊的机会。3

在交流内容上，各领域交流基础不同、条件各异，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

其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外溢至人文交流领域。近年来，由于印尼和中国在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周边部分海域所主张的海洋权益存在重叠，海洋渔业纠纷困扰中印尼政治关系。例如，

2022 年 8 月，中国在相关海域的勘探活动遭到了部分印尼政客与民众的误解。4

其三，印尼存在一定对华负面认知。一是囿于历史因素，印尼长期存在对华人移民的社会隔阂，

导致印尼原著民与华人的信任赤字。二是部分印尼民众对中国的海外国际形象存在误判，进而影响

中印尼人文交流成效。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在 2022 年 7 月展开的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印尼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时，约有 25.4% 受访者认为是

负面影响，约 41.5%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制造了

债务陷阱。5 三是印尼各界的态度和反应出现两极分 化，政府层面以支持和欢迎的态度为主，执政联

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愿意积极合作；但部分政客（如专业集团党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

的意图存在疑虑。6 同时，囿于印尼央地、宗教关系中存在的紧张张力，不同区域对华人文交流的认

1    新 华 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印 度 尼 西 亚 共 和 国 联 合 声 明》， 2022 年 11 月 16 日，http://m.news.
cn/2022-11/17/c_1129134869.htm，2022-11-26。

2   杨晓强、李豪伟：《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75 页。

3   张斌、张莉、胡云莉：《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路径研究》，《东南亚纵横》2018 年第 6 期，第 84
页。

4   Tim detikcom， Bagaimana Akar Masalah dan Solusi Konflik Laut Natuna Utara? DetikNews, 2022.9.16, 
https://news.detik.com/berita/d-6294599/bagaimana-akar-masalah-dan-solusi-konflik-laut-natuna-utara, 
2022-11-26.

5   Siwage Dharma Negara and Leo Suryadinata,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Getting Closer or Further Apart? 
Fulcrum Analysis on Southeast Asia, 11 Nov, 2022, https://fulcrum.sg/sino-indonesian-relations-getting-closer 
-or-further-apart/, 2022-11-23.

6   潘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成果、问题与对策》，《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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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具体人文交流项目的落实。1

（二）中印尼人文交流展望

当今国际局势波诡云谲，疫情叠加和地缘冲突给全球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中印尼人文交流面临

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巨大机遇，推动双方人文交流的长远意义成为未来两国和人民共同的愿望

和携手同行不懈奋斗的方向。中印尼关系是亚太区域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尼更应克服困难，

守望相助，合作应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2022 年，印尼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在 G20 首脑会议上，

中印尼关系已然得到进一步深入。2023 年，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加持下，中印尼人文交流纵然存在部分挑战，但仍具有广袤的发展空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

着力：

第一，包容理解宗教多元化与地区差异化。在开展交流时，应在充分理解印尼文化特征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记忆特点“量体裁衣”。鼓励民间、企业、高校等非官方机构

在做好调研评估后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印尼相关研究的“人文交流意识”，在“区域国别学”

建设热潮下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语言、民族等交叉学科视角加深中国对印尼研究，打破传

统学科壁垒，使文献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实践相结合，为中印尼人文交流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

增强中印尼合作实践的“人文交流关怀”，在稳步推进中印尼“一带一路”实践时，通过建立中印

尼人文交流的动态数据库、重视“一带一路”建设评估中的人文因素等方式，做好风险评估与防范

工作，使近年来中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成果烙印在印尼民众心中，从而使交流更加有效、

更能逐层深入，最终提高中国和印尼人文交流的整体效能。2

第二，把握战略机遇，以两国元首外交持续引领两国人文交流合作。2022 年中印尼关系进一步

深化，被印尼学者和媒体称作双方合作的“黄金机会”。3  202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提出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

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为推动文明交流

和发展提供重要途径。4 基于此，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以“全

球文明倡议”创新互动模式，不断丰富两国人文交流的时代内涵，秉承中华文明“敦亲睦邻”“和

而不同”的传统思想和印尼“互助合作”“殊途同归”理念，传承和弘扬中印尼传统友好关系。秉

持“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在不同领域推动灵活、可操作性强的人文交流政策，建立相应机制，

为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提供保障和依据。5

1   高鹏：《印尼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央地关系、族群、宗教三位一体关系为视角的考察》，《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2 期，第 50-59 页。

2   许利平、韦民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时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6-138 页。
3   罗传钰：《中国与印尼合作的“黄金机会”，《中国报道》，2022 年第 8 期，第 80 页。
4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 年 3 月 15 日，

北京）》，《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
5   孙晓萌、傅聪聪：《“四轮驱动”构筑中印尼人文交流合作新格局》，第 1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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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好增信释疑工作，增强中印尼人文交流中的共情。应妥善通过友好互动方式处理交流

过程中与地方政府、当地居民的关系，减少误解，提高印尼政府与民众的互信。近年来，人文交流

中愈发强调“共情”的力量。共情传播、共情修辞应运而生。共情的产生需要一定条件，其可能来

源于行为体对同一目标的追求，也可能来自于彼此间的亲密度和认同度。1 中印尼具有悠久的友好交

往历史与共通的殖民抗争史、独立自强史，为人文交流产生共情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至人文交流

中，中印尼或可一方面利用便捷的互联网渠道，提高中印尼人文交流的广度，另一方面则推动两国

人文交流的深度。在线上线下双结合的路径下形成一系列中印尼人文交流的品牌项目与长期合作项

目。在此过程中，可将两国交融的文化与传统融入至科技交流培训、职业教育项目、双向留学访问、

侨民品牌宣传、双方书籍文本互译与推介等“小而精、小而美”的人文交流项目，使中印尼在人文

交流上摆脱过去的不对称状态，释放各领域人文交流潜力，真正从民间自下而上地实现中印尼的双

向共情。2

1   参见李克、朱虹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山东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2 年第 2 期，第 88-96 页；李克、朱虹宇：《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第 110-118 页。

2   例如，华为与中兴在印尼本土开展的一系列持续性网络技术培训、数字经济交流项目就是改善印尼群
众 对 华 认 知 的 典 范， 参 见 Gatra Priyandita，  Dirk Van Der Kley， Benjamin Herscovitch，“Localization and 
China’s Tech Success in Indonesi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22 年 7 月 11 日，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7/11/localization-and-china-s-tech-success-in-indonesia-pub-87477，2022-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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