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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 国 与 印 度 尼 西 亚 同 为 人 口 与 资 源 大 国，进 一 步 提

升 投 资 和 贸 易 领 域 合 作 面 临 新 机 遇 ，两 国 工 商 界 期 待 深 化 双 方

在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产 业 投 资 和 重 大 工 程 建 设 等 领 域 的 合 作

交 流 。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总 统 佐 科·维 多 多 对 中 国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之

际，两国经贸界交流合作再掀高潮，来自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农

业、金 融、化 工、航 空、能 源 和 贸 易 等 领 域 的 近 350 家 中 国 与 印 尼

企 业 济 济 一 堂 ，共 谋 商 机 。 此 举 也 被 认 为 是 中 国 实 施“ 一 带 一

路”战略的开年第一课。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 鹤

印尼宏大经济发展规划亮牌
中企投资机遇可观

应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邀 请，印 度 尼 西 亚

总统佐科·维多多于 3 月 26 至 28 日对中国进行

了 国 事 访 问 。 其 间 ，佐 科 总 统 在 京 出 席 了 中

国 － 印 尼 经 济 合 作 论 坛 。 论 坛 上 ，佐 科 借 助

PPT 发表致辞，介绍了印尼雄心勃勃的经济发

展规划，尤其指出将优先发展轻轨、快铁，以及

港口产业园区等。

佐科表示，推动中国对印尼投资、加强两国

基建合作是他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国

在基建领域拥有丰富的技术经验以及一流的施

工速度。印尼希望中国能提供帮助，加大对印

尼公路、铁路、电力、港口等基建领域的投资。

据了解，基础设施落后已成为制约印尼经济

发展的主要瓶颈。印尼历届政府都把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作为施政重点，但由于资金匮乏，众多基建

规划一直进展缓慢。佐科日前对媒体表示，今年，

印尼将划拨 290 万亿印尼盾（约合 223 亿美元）用

于基建开发，这一数字创历史新高。

12个建设项目蕴藏投资机会

2014 年 12 月，佐科总统在国家发展计划大会

上宣布了印尼政府《2015 年—2019 年中期改革日

程和经济发展规划》，工作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特别是加强 12 个领域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一是建设 2650 公里长的公路和 1000 公里的高

速公路，维修全长 46770 公里的现有公路；二是未来

5 年兴建 15 个机场，在 6 个地点建设物流运输机场；

三是新建 24 个大型港口，增加 26 艘货轮、6 艘运输

牲畜的船只和 500 艘民用客船；四是在爪哇、苏门答

腊、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岛建设全长 3258公里的铁

路网；五是新建 60个轮渡码头，并增加 50艘渡轮；六

是在20个城市建设快速公交线路；七是新建49个大

型水坝（水库），建设 33座水电站，为大约 100万公顷

的农田建设灌溉系统；八是为市县区建设完善的宽

带网络；九是在 227 个市县区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并

为 430 个市县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十是建设 5257

座双顶公寓大厦，惠及 51.57 万户家庭；十一是在城

镇建设净水供应系统，惠及 2140 万户家庭；十二是

建设 2 个生产能力为日产 30 万桶的大型炼油厂，建

设5个浮式天然气接收终端，为100万户普通家庭供

应天然气，建设 78 个天然气供应站，为 60 万户渔民

家庭供应天然气，增加3500万千瓦电力供应。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不久

前应邀出访印尼。在雅加达，许宁宁与印尼贸易

部、印尼外交部等主管高官进行了广泛交流。许

宁宁表示，为实现上述目标，印尼政府计划采取一

系列措施，如减少燃油补贴、削减政府开支，将资

金重点投入基础设施项目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

性部门。但印尼国家预算、国营企业实际可提供

的资金有限，其余部分仍将从国外和本国私营企

业获得支持，这就为外资与私营企业通过 PPP 方

式投资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2015年至2019年，印尼政府计划投资3500万亿

印尼盾（约2917亿美元），为大力吸引外国投资，政府

致力于降低监督机制对投资的限制，力图解决征地困

难问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2015年1月起，印尼

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一站式”服务，由投资协调委员会

统一办理投资手续。同时，为促进投资尽快落实，印

尼在各省区设立了促进投资的落实工作组。

中企是印尼基建的最佳搭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佐科总统的投资邀请做

出了积极回应。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鼓励更多

实力强、资质好、信誉优的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兴

业，参与高铁、轻轨、临港产业园区等项目建设，不

仅分享技术和经验，而且要确保工程进度和品质，

成为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佳搭档。

许宁宁介绍，中国是印尼非油气产品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印尼是中国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

伴。早在 2013 年，中印两国政府便签署了《经贸

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中国企业在印尼潜在的基础设施市场中具有

较大优势，拥有较成熟的技术设备和建设能力，建

设成本低、速度快，比欧美、日本企业具有更高的

性价比和更强的竞争力，能够满足印尼基础设施

发展需求。同时，当前，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主体正

逐步多元化，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正在逐年降低，一

些具有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正纷纷采用不同的投

资策略加快对印尼投资。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戴和根表示：“佐

科总统上任后，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

重点，在印尼五年国家中期建设计划中，提出了基

础设施领域的十二大建设项目，积极推动印尼的

互联互通，并把高铁建设纳入新的发展战略。这

些重大举措，对于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增强国力

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为两国经济交流

与合作带来了重要契机。”

据了解，中国中铁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工程承

包商之一，连续 9 年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2014 年

度排名 86 位。目前在 92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戴和根介绍，从 2002 年设立印尼代表处开始，

中国中铁已在印尼市场耕耘十多年。目前正在推

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有：印尼中加里曼丹运煤专线

项目，线路长 425 公里，总投资 54.76 亿美元。中国

中铁与印尼 MGGS 公司组成的联营体已取得《中

标通知书》，共同成立的项目公司也已与中加省政

府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此次佐科总统访华期

间，项目公司与中加省政府和以中国工商银行牵

头的银团签署了该项目的融资框架协议。

中铁公司计划开发的印尼南苏门答腊铁路运

输线项目，包括 284 公里的标准轨铁路和码头、煤

炭装卸系统、通讯信号系统及配套工程，合同总价

48 亿美元。该项目已经列入两国高层商务会谈

的议题，得到两国的重点关注。目前仍在为达成

最终融资协议进行协商。

另外，中铁公司正密切跟踪的还有印尼梭罗

至泗水铁路改造项目、雅加达机场轻轨项目、明古

鲁—南苏门答腊西部运煤专线项目。

许宁宁表示，印尼是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二

大投资目的地。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对印尼直接

投资 57.7 亿美元，主要分布在采矿业、电力生产和

供应业、制造业、农林牧渔业、金融业等领域。在

印 尼 开 展 投 资 经 营 活 动 的 中 资 企 业 有 1000 余

家。目前，佐科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印尼基础

设施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为中国企

业投资印尼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日前宣

布，将与数十家国内民营企业，共同在印度尼西亚投资

50 亿美元建设中民投印尼产业园，且投资规模短期内

将超过百亿美元。这成为中民投贯彻落实“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践行企业国际化的最新举措。

据悉，此项目是中国－印尼经济合作论坛期间签

署的两国总额 400 多亿美元的一揽子投资合作协议中

的一项。单笔 50 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在中国企业对外

投资中堪称大手笔。

佐科去年 10 月就任印尼总统以来，将经济外交置

于其外交战略的核心。他将中国视为经济建设的榜样

和重要资金来源国。

印尼国家投资统筹机构主任弗兰克表示，投资是经

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印尼希望未来 5 年能吸引 3500 万亿

印尼盾的投资，今年的目标是 519.5 万亿印尼盾。今年的

经济增长目标为 5.8%，预计 2017 年经济增长率可达 7%。

许宁宁表示，中国企业对印尼的基础设施直接投

资主要以水电和交通为主，对科技和技术服务等技术

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偏少，投资产业层次总体

偏低。中国企业可以将通信电子、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等作为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信

息传输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与发

达国家相比价格优势明显，更适合东盟国家。

据许宁宁介绍，印尼大部分地区通互联网，但宽带

较小，网速较慢。2015-2019 年规划将为市县区建设完

善的宽带网络。印尼共有 2.6 亿移动终端用户，据预测，

2015 年 3G 用户数量将增至 45%。这些将为中国企业投

资通信行业创造机遇。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5 年经商环境报告中，印尼

在 189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 114 位。印尼投资环境尚需

改善，基础设施滞后是最大的瓶颈，体现在物流成本

高、通信条件普遍较差、电力供应难以满足基本需求等

方面。同时，政府低效和腐败现象仍存在，部分领域如

矿业等行政管理混乱、税费复杂繁多，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印尼对外资的吸引力。

据印尼国家投资统筹机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正

在审核的建设工程共 99 项，分布在 25 个省区，投资总额

477 万亿印尼盾。目前困扰投资方的主要问题包括征

地、许可证和地方政府的配合，国家投资统筹机构已在

每个省区成立了促进投资落实工作组，希望能协助地

方政府解决相关问题，尽快落实投资建设项目。

许宁宁提醒赴印尼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以下几

个方面做好可行性研究，避免“走弯路”。

一是物流成本高。根据 2014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物

流绩效指数排名，印尼列世界第 53 位。印尼物流成本

高制约了印尼全球竞争力和本国经济增长。印尼是群

岛国家，与邻国直接接壤较少，外界互联互通主要通过

海路、航空等方式。

二是电力供应不足。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

之一，目前印尼电力装机容量仅为 4000 万千瓦，但电力

需求年均增长 10%至 15%。企业发展对电力需求更迫

切。为实现佐科总统提出的年均 7%的经济增长目标，

印尼需要每年新增电力 570 万千瓦，才能避免出现电力

紧缺危机。由于征地问题，一些电站项目被迫推迟，将

可能导致 2016 年爪哇岛和巴厘岛出现电力紧缺现象。

三是融资较难。以往印尼依靠国际贷款融资的建

设项目执行情况不佳、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签订了大

型国际贷款合同后，贷款程序迟迟未能启动，这主要由

于往届政府的建设工程缺乏重点或建设项目许可证申

请、征地等行政手续复杂。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理事长童友俊提示，投资印

尼首先要理解国情。比如印尼的土地是私有的，政府没

有权力强征。如果想在某地投资建厂，就必须跟土地的

所有者商谈，以双方满意的条件购买或租用土地，而不要

寄希望于政府全都搞定。其次，要找对伙伴。要在印尼

当地寻找信用度高的合作伙伴和成熟的项目。可以通过

中国有关商会联系印尼相关机构，再通过印尼各地的政

府投资部门和商会来结识可靠的商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 70%以上的国土

面积为海洋滩涂。目前，印尼的海洋资源收入约占其

国内生产总值的 22%，印尼政府正在制定并实施海洋综

合管理计划，积极推动“蓝色经济”，保持海洋资源可持

续发展。

印尼总统佐科日前表示，印尼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很大，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园

区建设需求旺盛，希望加强与中方的合作。

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政府将采取全新

方式发展经济，将特别重视以海洋为基础的基础设施

建设。

许宁宁表示：“当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与佐科总统提出的‘发

展海洋经济，重建海洋强国’目标高度契合。佐科总统

提出了打造海洋强国理念和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的计

划，作为海上交通运输和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撑，造船业

成为印尼新政府重点发展领域。”

据许宁宁分析，由于钢铁工业薄弱、缺乏完整的零

部件及原料等辅助工业，印尼造船成本高昂，同时，出

于融资成本、税收、征地带来的压力，印尼国内造船业

发展远不能满足航运业发展需求。

目前，印尼对外商投资造船业没有限制，可以独

资，而且欢迎投资制造 2 万吨级以上的大型船只。目

前，仅有 2 家韩国企业在印尼投资造船业，2013 年投资

总额为 4000 万美元。中国企业尚未在该领域进行实质

性投资。据印尼造船协会介绍，在印尼投资建造 7 万载

重吨级船只的船坞需投资 3500 亿至 5000 亿印尼盾（约

合 3000 至 4300 万美元）。

中国造船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具有技术、资

金、成本等整体优势，中国船舶工业水平也得到了印尼

等国家的高度认可，使中国造船企业具备全面进入印

尼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另外，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是印尼海洋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印尼已把油气勘探、开采的重点

转移到了海上，海洋石油天然气的产量所占的比重将

不断增加，成为油气产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印尼一直是中国石

化“走出去”的战略布局重点。多年来，中国石化在印

尼开展了油气和仓储投资、石油和炼化工程服务、油

品、化工品及设备材料贸易等。目前，中国石化在印尼

与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共同投资了 IDD 海上气田项

目，同时在巴淡岛投资了 260 万立方米的仓储项目。中

国石化愿意为印尼能源和石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助力。

许宁宁指出，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与印尼产业升

级相结合，这是印尼十分欢迎的，是今后中国企业在印

尼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

许宁宁表示，印尼国土面积的 2／3 是水域，海洋渔

业资源丰富，目前只开发利用了不到 10%，仍有极大的

发展空间。印尼政府重视渔业，并从资金、技术和政策

上推动渔业发展。印尼是中国的海上邻居、重要的水

产品贸易伙伴和远洋渔业发展基地。

中国与印尼在海洋渔业、油气、滨海旅游等传统海

洋经济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

作、海上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也已经起步。许宁宁建

议，中印两国在保护海洋、开发海洋资源方面存在着诸

多共同利益，应采取进一步措施，深化海洋经济合作，

努力扩大合作规模，拓宽合作领域。

许宁宁表示，此次印尼总统佐科访华，两国领导

人、政府达成了一系列重大共识，中国与印尼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双方经济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旺盛活力。双方工商界应以

此为新契机，携起手来，积极发展友好互利合作。

印尼经济外交吸引中国民营企业

中印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