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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与 印 度尼 西亚
“

全面伙伴关 系
”

评析
①

仇朝兵

〔 内容提要 〕 印尼 总统 苏西洛在 2 0 0 8 年提 出 的 建立美 国 －

印 尼
“

战 略伙

伴关 系
”

的倡议得到 了 美方的 积极 回应 。 自 2 0 0 9 年 以 来 ，美 国
－

印 尼
“

全 面

伙伴关 系
”

在 民 主 与 公 民 社会发展 、教 育 交流 、 气候 变化 与 环境保 护 、 经 贸

关 系 、 安 全合作 、 能 源合作 等领域都取得 了 具体进展 。 美 国
－

印 尼
“

全面伙

伴关 系
’ ’

的发展有几个 特点 ：
重视双 方 多 层次 的 交流 与 沟通 ； 内容 非 常 广

泛 、具体 ，这些具体合作更有助 于 合作 习 惯 的养成 ；
重 视政府层 面 的 主导作

用 和社会层面 主体作用 的 紧 密结合 ；
重视充分发挥双边合作的 战略性影 响 ，

等等 。 美国 －

印尼全面伙伴 关 系体现 的 特 点
， 能 够 为 其他 国 家处理对 外 关

系提供有价值的启 示 。

关键词 ：美 国外交 印度尼西亚 全面 伙伴关 系
“

再平衡
”

战 略

2 0 1 0 年 1 1 月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 以下简称
“

印尼
”

） 两 国元首正式签署美国
－印

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协定 ，承诺致力于建立
“

全面伙伴关系
”

。 时间 已过去 四年 ，
但国

内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美国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及其成效似乎都未给予充分重

视 。 印尼是世界上第四人 口大国 、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 、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

国家 ，
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大民主国家 。 印尼的陆地和海洋国土辽阔 ， 国内生产总

值总量位居世界第 1 5 位 。 印尼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是多种文化融合之地 ，且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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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 主转型 。

？ 这
一

切都表明 ，印尼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能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发

挥重要作用 。 美 国积极与印尼发展双边关系 ，对于维护其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

区的战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发展也可能会产生重大影

响 。 因此
，美国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值得高度重视 。

本文 旨在探讨美国
－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这
一

倡议逐步成型 的背景和来龙去

脉 ，介绍其所涵盖的具体内容 ，考察美国 －印尼关系在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取得的进

展 ，并对美国
－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启 示做出

初步分析 。

－ 美国与印尼构建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背景

美国与印尼的关系是深受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形势和印尼 国内政治发展状况影响

的 。 冷战时期 ，美 国在东南亚的主要 目标是遏制所谓的
“

共产主义扩张
”

， 因此它会

协助苏哈托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 ，并一直与苏哈托政权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军

事联系 。 冷战结束后 ， 美 国 － 印 尼关系更多受印 尼 国 内 社会政治形势 的影 响 。

九一
一

事件之后 ，美国开始重视印尼在东南亚地区反恐中 的作用 。 奥 巴马 当选美国

总统之后 ，美 国和印尼开始致力于建立
“

全面伙伴关系
”

，这标志着两 国合作的新时

代的到来 。

美国与印尼构建
“

全面伙伴关系
”

，有如下几个背景 ：

第
一

，印尼的国 内改革与苏西洛政府的全方位对外政策 。

苏哈托总统在 1 9 9 8 年辞职之后 ， 印尼走上民主化道路 。 历经三次总统大选和立

法机构选举之后 ， 印尼的民主制度虽然还 比较脆弱但 已逐步巩固 。 苏西洛 ？ 班邦 ？

尤多约诺 （
Ｓｕｓ ｉｌｏＢａｍｂａｎｇ

Ｙｕｄｈｏ
ｙ
ｏｎｏ

）在 2 0 0 4 年 1 0 月 出任总统后 ，积极推动 国内改

革 ，倡导司法公平和正义 ，打击腐败 ，改善人权状况 ，
继续倡导宗教和文化宽容 ，推动

和平解决国 内冲突 ，促进经济复苏 ，推动军事现代化和专业化改革 。 这些改革也得到

美 国的支持 。 印尼的社会 、政治 、经济改革取得 了明显成效 。
2 0 0 9 年 4 月 ，印尼立法

机构进行了公正 、和平和透明的选举 ；
7 月成功举行了总统大选 。 印尼的民主转型和

改革 ，与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 目标是
一

致的 ，
因而也为美国与印尼双边关系的发展创

造了共同的价值和制度基础 。

① 印尼 国土 面 积约 1 9 0 ． 4 5 6 9 万平 方公里 （ 其 中 ，陆地面积 1 8 1 ． 1 5 6 9 万 平方公里 ， 海洋面积 9 ． 3 万平方公 里 ） ，

居世界 第 1 5 位 ；人 口 2 ． 5 3 6 0 9 6 4 3 亿人 （
2 0 1 4 年 7 月 估值

）
，居世界第 四位 ，

其 中穆斯林人 口 占 8 7 ． 2 ％ ；
按 购

买力 平价算
，
国 内 生 产 总值 约 1

． 2 8 5 万亿美元 （
2 0 1 3 年估值 ）

， 居世 界第 1 5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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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上 ，苏西洛政府从印尼现实国家利益出发 ， 积极倡导独立 、积极和全方位

的外交政策 ；致力于地区和 国际和平 ，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积极合作 ；奉行
“

只有朋

友没有敌人
”

的原则 ，与中 国 、澳大利亚 、 印度 、 巴基斯坦 、韩 国 、 日本等国建立了伙伴

关系 。 2 0 0 8 年 1 1 月 1 4 日 ，美国 －印尼协会 （
ＵＳＩＮＤＯ ） 在华盛顿举行会议 ， 苏西洛总

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 《美国与印尼 ：

2 1 世纪的伙伴关系 》的演讲 ，表示印尼与美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可能的 ，提出 了建立两国
“

战略伙伴关系
”

的倡议

2 0 1 0 年 4 月 1 3 日
， 印尼副总统布迪约诺 （

Ｂｕｄｉｏｎｏ
） 在美国 －印尼协会庆祝晚宴

上说 ，美国和印尼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逻辑很简单 ：

“

两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三

大民主国家 。 两国都处在转型过程之中 ，
都面临着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 、传

染病 、跨国犯罪等共同挑战 。 两 国都需要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寻找
一

种能够适

应当前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式 。

” ② 与美国建立
“

全面伙伴关系
”

，有助于印尼进
一

步完

善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 ，促进 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也有助于扩大其地区及全

球事务 中的影响力 。

第二
，
美国推行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之需要。

苏西洛总统的倡议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 。 希拉里 ？ 克林顿国务卿在 2 0 0 9 年 2

月访问印尼时表示致力于推动这
一

关系 ，希望两国伙伴关系能够推动印尼的民主与

发展 ，并为促进两国在包括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 、 贸易与投资 ，促进民主 、健康 、教育 、

地区安全与反恐等在内 的广泛的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共同兴趣提供框架 。
2 0 0 9 年

中期 ，奥巴马总统和苏西洛总统一致同意提升和扩展两国关系 。 苏西洛总统在 2 0 0 9

年 7 月 成功连任后 ，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和印尼的关系是以共同利益和共

同价值观 （ 包括宽容 、对人权和多样性的尊重 ， 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 ） 为基础的 ，并表

示将和苏西洛总统共同致力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 。
③

美国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之所以能够很快从倡议变为现实 ，
也反映出 印尼在美

国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 美国看重的是印尼在地区及全球事务 中现实

和潜在的影响力 。 2 0 1 0 年 《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

“

由于业已增强的经济增

长和政治稳定 ，
单个国家越来越发挥着强有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 ， 因而在改变着国际

合作的状态 。 为实现公正 、持久 、能够促进我们共同安全与繁荣的秩序 ，
必须深化与

①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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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 ，并鼓励它们在加强国际规则 和促进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 。

”

对于作为新兴影响力 中心的印尼 ，该报告特别强调 ：

“

作为世界第四人 口 大国 、

二十国集 团成员和一个民主国家 ， 印尼在诸如气候变化 、反恐 、海上安全 、维和 ， 以及

灾难救援等地区和跨国议题上将会成为 日 益重要的伙伴 。 作为一个把宽容 、坚韧和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核心价值和拥有欣欣 向荣的公 民社会的 国家 ， 印尼能够在帮助解

决发展中世界面临的挑战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

”
＾＾新美国安全中心 （

ＣＮＡＳ
） 的亚伯拉

罕
？ 登马克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Ｍ．Ｄｅｎｍａｒｋ
）等也强调 ：

“

印尼是
一

个关键国家 ， 它未来将会塑

造更广泛的亚太地区 。 作为一个经济 日 益发展 、拥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极

其重要的新生的多元民主国家 ，印尼有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的潜力 。 以共

同利益为基础的更强大的美国 －印尼伙伴关系能够产生深刻影响 。

”
（ 2 ）希拉里

？

克林

顿国务卿也曾表示 ，

“

美国视印尼为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
”

通过与印尼的全面合作 ，促进印尼的繁荣与稳定 ，特别是民主的巩固 ，借印尼在

东盟及更广泛的亚太事务中现实和潜在的影响 ，美国可以扩展和深化在东南亚和整

个亚太地区的影响 ，实现其亚太
“

再平衡
”

的预期战略 目标 。

第三 ， 印尼能够为美国改善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起到桥梁作用 。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
也是穆斯林国家中倡导和践行宗教宽容 、尊重

文化多样性的
一

个典范 。 印尼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独立起就体现出对宗教宽容

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 无论是苏加诺还是苏哈托时期 ， 印尼政府都坚持了宗教和文

化宽容的原则与政策 ，并打击了各种极端主义势力 。 实现民主转型之后 ，宗教与文化

宽容也一直是各派政治力量共同坚持的原则 。 苏西洛总统在竞选及执政过程中 ，
也

把推动宗教宽容与多元文化作为其重要政策诉求 。 他不但在国 内强调宗教宽容和文

化多样性 ，也高度重视印尼与其他国家和文明 间的对话与沟通 。
2 0 0 9 年 9 月 2 9 日 ，

苏西洛总统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 《文明 的和谐》的演讲中指 出 ：

“

文化的相互促进

和交流能够创造出非常美妙的东西 。 我们在文化与思想的交流方面做得越多 ，
互相

学习得越多 ，合作和扩展的善意越多 ，就会更加接近世界和平。

“④

印尼对美 国的价值 ，并不局限于其宗教宽容的传统 。 更重要的是 ，它还展示 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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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2 0 1 3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ｒｍ／ 2 0 1 2 ／ 0 9 ／ 1 9 7 9 7 7 ．ｈｔｍ ， 2 0 1 4 ．  1 2 ．

3 1 ．

④Ｃ 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ｔｈｅｎａＹ ．Ｊｉａｎｇ ，

“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ｎＰｒｅ ｓｉｄｅｎｔＶｉｓ ｉ ｔｓＫｅｎ 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 ｌ
，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3 0
，
2 0 0 9

，ａｖａ 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ｓｏｎ ．

 ｃｏｍ／ ａ ｒｔｉｃ ｌｅ／ 2 0 0 9 ／ 9 ／ 3 0 ／ｙｕｄｈｏｙｏｎｏ
—

ｇ ｌｏｂａｌ
—

ｗｏ ｒｌｄ
—

ｍｏ ｒｅ／
，
2 0 1 4 ． 1 1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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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穆斯林国家发展的前景 。 美国 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
ＣＳＩＳ

）在 2 0 1 3 年 9 月

发布的
一

份研究报告强调 ：

“

美国在印尼有大量的战略利益… … 印尼 的政治制度令

人信服地证明 ，多元主义和民主价值是超越历史 、地理 、宗教和人群界限的 。

”①克里

国务卿也曾表示 ：

“

世界上第三大民 主国家为世界树立 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 美国坚

定地致力于我们的全面伙伴关系 。 印尼不仅仅是不同文化 、语言和信仰的一种表达 。

通过深化其民主制度 ，保持其宽容的传统 ，它还可以成为表明亚洲价值与 民主原则如

何互相 了解和强化的
一

个样板 。

”②

奥巴马人主 白宫之后 ，在外交方面的 当务之急是结束反恐战争 ，实现从伊拉克和

阿富汗的撤军
，
改善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提升美国在穆斯林国家的形象 。 到 目前为

止
，印尼巳成功地把伊斯兰教 、 民主 、现代性和女性赋权等结合起来 ，

因而被美国视为

“

穆斯林民主的典范
”

。 深化与印尼的全面伙伴关系 ， 有助于美 国改善它与其他穆斯

林国家的关系 。 2 0 0 9 年 6 月 4 日 ， 奥 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的演讲 中曾 表示 ，美国欲

与穆斯林世界建立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的伙伴关系 。
＠ 印尼能够在其

他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发挥
一

种桥梁作用 。

第四 ，奥巴马当选美 国总统为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构建创造了 特殊

条件 。

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时 ，时任国务卿的康多莉扎
？ 赖斯在 2 0 0 6 年 3 月访问印尼

时就曾用
“

战略伙伴关系
”

这一提法来标识美国与印尼 的关系 。 但在当时 ，布什政府

发动的
“

反恐战争
”

导致印尼国 内反美主义情绪高涨 。 印尼国 内也有不少人认为 ，
布

什政府发动的
“

反恐战争
”

是针对穆斯林的 。 这也直接导致印尼人对美国 的好感度

大大下降 ，很多印尼人非常憎恶布什 。 直到奥 巴马在 2 0 0 8 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
两

国关系才显得热络起来 。 因 为与印尼的特殊关系 ，奥 巴马 当选美国总统在印尼形成

了
一股

“

奥巴马热
”

。 苏西洛总统抓住这
一

时机 ，在奧巴马 当选数周之后提出建立两

国
“

全面伙伴关系
”

。
④ 2 0 0 9 年 7 月 3 0 日 ，美国 －印尼协会总裁戴维 ？ 梅丽尔 （

Ｄａｖ ｉｄ

①ＭｕｒｒａｙＨｉ
ｅｂｅｒｔ ，Ｔｅ ｄＯｓｉ ｕｓａｎｄＧｒｅ

ｇｏｒｙＢ －Ｐｏ ｌ
ｉ
ｎｇ ，ＡＵ．Ｓ．

－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
ａ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
ｉｐｆｏｒ 2 0 2 0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ｔ
ｉｏｎｓ

ｆｏ ｒ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ａ 2 1 ｓ

ｔ
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Ｒ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ｈｉ

ｐ ，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ＳＩ ＳＳｕｍｉｔｒｏ Ｃｈａｉｒｆｏ ｒ Ｓｏｕ ｔｈ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 ｒ

2 0 1 3
，ｐ ． 3 ．

②
“

Ｕ ．
Ｓ ．Ｖ ｉｓ ｉｏｎ  ｆｏｒＡｓ ｉａ

－Ｐａｃ ｉｆｉｃ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 
ＪｏｈｎＫｅｒｒｙ ，Ｓｅｃ ｒｅ ｔａｒ

ｙ 
ｏｆＳｔａｔｅ ，Ｅａｓ ｔ

－Ｗｅ ｓｔＣｅｎｔ ｅｒ
，Ｈｏｎｏ

？

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 ｉ

，Ａｕｇｕｓｔ 1 3
，
 2 0 1 4

， ａｖａｉｌａｂ ｌｅａｔ
：ｈｔｔ

ｐ ：
／／

ｊ
ａｋａｒｔａ ．ｕｓｅｍｂ ａｓｓ

ｙ
．

ｇ
ｏｖ／ ｎｅｗｓ／ｅｍｂｎｅｗｓ＿ 1 4 0 8 1 4 ｅｎ ．ｈ

ｔｍｌ
，

2 0 1 4 ．

1 1
． 2 ．

③ＢａｒａｃｋＯｂ ａｍａ ｔ

“

ＯｎａＮ ｅｗＢｅ
ｇ
ｉｎｎ ｉｎｇ ，

“

Ｃａ ｉｒｏＵｎｉ ｖｅｒｅｉｔｙ ，
Ｃ ａｉｒｏ ，Ｅｇｙｐｔ ，Ｊ ｕｎ ｅ 4

，
2 0 0 9

，ａｖａ ｉｌａｂｌ ｅａ
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 ｅｈｏ ｕ ｓｅ ．

ｇｏｖ／ｔ
ｈｅ＿

ｐ
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 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ｂ
ｙ
－

ｔ
ｈｅ

－Ｐ ｒｅｓｉｄ ｅｎｔ
－

ａ ｔ
－ Ｃａ ｉｒｏ —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

－ 6 

－

0 4 

－

0 9 ／
， 2 0 1 5 ． 1

．

1 2 ．

④ＡｎｎＭａｒ ｉｅ Ｍｕｒ
ｐ
ｈｙ ，

“

ＵＳＲａ
ｐｐ

ｒｏｃ ｈｅｍｅｎｔｗｉ ｔｈＩｎｄｏ ｎｅｓｉ ａ
：Ｆｒｏ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ａｔｅ 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

，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 ｔ

Ａ ｓｉａ
，Ｖｏｌ

． 3 2
，
Ｎｏ ． 3 （

Ｄｅｃ ｅｍｂｅｒ 2 0 1 0
） ，ｐ

．

 3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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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研究

Ｍｅｒｒｉ ｌ
）在 《雅加达邮报 》撰文表示 ：

“

我们不敢想象我们会有
一

位 曾经在印尼生活过

的美国总统 ， 同一年印尼总统又提出建立美国
－印尼全面 的双边伙伴关系 。 这种罕

见的时刻反映了两国的历史性变化 。 我们必须抓住它 。

” ？

奧巴 马当选总统不是美 国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得以迅速成型 的决定性因素 ，
但

他与 印尼 的特殊关系不可避免地会给两国人民 ，特别是印尼人民 ，带来
一些遐想 。 有

民意测验机构的调查显示 ，奥巴马当选美国 总统之后 ， 印尼人对美国 ，特别是奥巴马

的好感度比例得到了大幅提升 。 这就为两国构建
“

全面伙伴关系
”

塑造 了一种令人

期待 的氛围 。

正是在这些背景条件下 ，美 国与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各 自战略和利益的契合点 ，两

国
“

全面伙伴关系
”

在过去几年里得以迅速发展 。

二 美国－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主要内容

印尼总统苏西洛在提出建立美国
－印尼

“

战略伙伴关系
”

的倡议的同 时 ，
也对这

一伙伴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做了说明 ：

“

它不是结盟 ， 因 为我们的宪法禁止与任何国家

结盟 。 但它可以是带来利益重组的伙伴关系 。 美 国
－

印尼战略伙伴关系必须以平等

的伙伴关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 。 它必须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共同和真正的利益 。 它必

须是长期的 ，
人民之间也必须有密切联系 。 它必须是该地区双赢的战略稳定的

一

部

分。 它必须是推动国际体系内的和平 、稳定与合作的力量。 它还必须尊重印尼独立

和积极的外交政策 ，为双方求同存异 留下空 间 。

” ②印 尼外交部长马尔迪 ？ 纳塔勒加

瓦 （
Ｍａｒｔ

ｙ
Ｍ ．Ｎａｔａ ｌｅｇａｗａ

）也表示 ，美 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与印尼独立和积极的外

交政策应该是互补的 、

一致的 。
③

在克林顿国务卿明确表示接受伙伴关系这
一

提法后 ，美 国 －印尼协会决定创造

机会 ，接触两 国的非政府部 门 ，探讨建立和发展两国伙伴关系的前景及其内 容 。 从

2 0 0 9 年 4 月 到 2 0 1 0 年 3 月 ，美国 －印尼协会先后组织 了三次关于
“

美国 －印尼全面伙

伴关系
”

的重要会议和八次专门的开放论坛 ，非政府专家和公众就两国
“

全面伙伴关

系
”

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为发展这
一

伙伴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

①Ｄａｖｉｄ Ｍｅｒｒｉ ｌ ，

“

Ｓｔ
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ＲＩ

－ＵＳｐａｒ 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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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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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ｈｅ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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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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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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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 ｉ

ｃ －ｒｉｕｓ－
ｐａｒｔｎｅ ｒｓｈｉｐ

．ｈ
ｔ
ｍ ｌ

， 2 0 1 4 ． 1 1
． 2 ．

②Ｓｐｅｅ ｃｈｂｙＤｒ ．Ｓｕ ｓ ｉ
ｌ ｏＢａｍｂａｎｇＹｕｄｈｏｙｏｎｏ ，Ｐｒｅ ｓ ｉｄｅｎ ｔＲｅｐｕ

ｂｌ
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 ，
“

Ｉｎｄｏ ｎｅｓ ｉａａｎｄＡｍ ｅｒｉｃ ａ
：Ａ  2 1 ｓｔ

Ｃ ｅｎ
ｔ
ｕ ｒｙＰａ ｒ

ｔ
ｎｅ ｒｓｈｉｐ ，

＂

ａ
ｔａＵＳＩＮＤＯＬｕｎｃｈｅ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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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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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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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ａ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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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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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会议于 2 0 0 9 年 4 月 1 6 至 1 7 日在华盛顿举行 ，从非政府部门 角度提出这

一

伙伴关系需优先关注六个方面的问题 ，包括扩大双边教育与交流 、地区民 主与改

革 、促进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贸易与粮食安全 、投资与商业及双边安全合作等 ，

并相应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 。

第二次会议于 2 0 0 9 年 1 0 月 6 日 在雅加达举行 ，让印尼公众有机会就两国
“

全面

伙伴关系
”

的内容提出建议 。 印尼
一

流的思想家和公民一起讨论了政府 、私营部门

和公民社会应如何在两 国伙伴关系中和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实质问题和项 目上进行合

作的问题 。 讨论的话题主要有 四个 ： （
1
） 商业合作及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优先关

注 ； （
2
）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在森林与泥炭地管理问题上的合作 ；

（ 3
）发展可再

生能源及提髙能源效率的共同战略 ； （
4
） 在其他国家合作开展民主援助的前景 。

2 0 1 0 年 3 月 2 日 ，美国 －印尼协会与印度尼西亚大学 、 印尼世界事务理事会 （
ＩＣ

－

ＷＡ
） 及雅加达战略与国 际研究 中心 （

Ｃ ＳＩＳ
）等合作 ，

举行了关于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

关系
”

的第三次会议 。 与会学者 、政府官员及商界和公民社会领域的领导人围绕五

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 （
1
） 贸易 、商业及投资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办法 ； （

2
） 高等教育伙伴

关系 ； （
3

） 民主与不同信仰间的对话 ； （
4
） 可持续的森林和泥炭地政策 ； （

5
）气候变化

问题上的合作 。

经过双方政府 、学界及非政府组织部 门一年多 的磋商和研讨 ，美国和印尼就
“

全

面伙伴关系
”

应包含的领域和具体内容达成了共识 。 2 0Ｗ 年 1 1 月 9 日
，苏西洛总统

和奧巴马总统签署了 

“

美国 －印尼全面伙伴关系协定
”

。 美 国 －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基本内容 ，集 中体现在 2 0 1 0 年 9 月 1 7 日 美国 －印尼联合委员会 （ Ｕ ．Ｓ ．
－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 ｉｓｓ ｉｏｎ ） 第一次会议后发布的 《实施印尼－美国全面伙伴关系的行动方案 》

中 。 该行动方案详细列举了两国优先合作的三大类共 5 4 项具体内容 。
？

1
． 政治与安全合作 （

1 2 项 ） 。 包括 ： （
1
） 深化和扩大在促进善治 、 民主和人权方

面的合作 ； （
2

）在平等基础上支持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 自 由 ，
与 国际社会合作 ，在社

会各个层次上促进和保护这种权利的 自 由 ； （
3
） 通过联合国并与东盟等相关组织合

作 ，努力为保护和促进人权寻找共同基础 ； （
4

） 通过东盟 、东盟地区论坛及联合国等

相关组织 ，共同致力于维持东南亚及更广泛的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 （ 5 ） 通过对话

和能力建设 ，加强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 ； （
6
） 在预防和应对地区安全的非传统挑战方

面加强合作
； （

7
） 重申东盟作为发展地区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的作用 ； （ 8 ）在裁军和防

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进行合作 ，
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 （

9
） 通过提高印尼维

①
＂

Ｐｌａｎｏ ｆＡｃｔｉ 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ｌ 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ｌ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Ｕ ．

Ｓ ．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 ｒｔｎｅｒｓｈｉ

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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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训练中心的能力及支持建立警察维和训练 中心 ，提升在加强联合 国维和行动方面

的合作 ； （
1 0

） 推动执法和法律援助方面的密切合作 ； （
1 1

）通过信息交换等在海事议

题和海洋事务方面紧密合作 ， 加强有害物质泄漏反应能力
； （

1 2
）
继续努力对联合 国

制度进行有效改革 ，
以强化多边主义和加强联合 国在维护和促进国 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的作用 。

2
． 经济与发展合作 （

2 7 项 ） 。 包括 ： （
1
） 扩大和深化在双边 、地区和多边层次上

的合作 ， 以推动美 国－印尼两 国及世界经济增长 、
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 （

2
）合作支持双

边 、地区和多边减贫活动 ； （
3

）共同支持开放 、公平和透明 、 以规则为基础 的 国际贸易

和金融制度 ； （
4

）改善在多边和地区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
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 、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进程 、联合国及东盟等的合作 ，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
5

） 通

过《 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
ＴＩＦＡ

）
及其工作组和根据 《关于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 的

谅解备忘录》创设的工作组 ，增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 （
6

）通过贸易便利化 ，进
一步降低

贸易壁垒 ，促进双边贸易
；
（

7
）通过加强两国投资部 门对话 ，减少双边投资障碍 ，改善

投资环境
，
提升双边投资合作水平 ； （ 8 ）扩大美国 －东盟贸易与投资联系 ； （

9
）加快落

实
“

东盟－

美国增进伙伴关系
”

（
ＡＳＥＡＮ －ＵＳＥｎｈａｎｃ 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

ｐ ）倡议 ，根据
“

东盟促

进经济
一

体化发展愿景
”

（ ＡＤＶＡＮＣＥ ） 项 目 和
“

东盟 －美 国 技术援助与培训设施
”

（
ＴＡＴＦ ）项 目

，
继续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支持实现 2 0 1 5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 目 标 ；

（
1 0

）通过鼓励商界举行商品展览会和互派贸易 、旅游和投资问题代表团 ，加强两 国

合作 ；
（ 1 1

） 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 （
1 2

）通过加强在能力建设 、新技术采用 、共同研究与

技术共享 、 国际公认标准的采用等方面的合作 ，促进创造可持续的农业 、林业和渔业

环境
；
（

1 3
） 强化伙伴关系 ，促进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 （
1 4

）合作探讨打击 自 然资源产品

的非法贸易 ； （
1 5

）扩大和深化发展合作 ，努力解决发展挑战 ； （
1 6

） 重申 两 国在探讨与

印尼的千年挑战账户协议的兴趣 ； （
1 7 ）加强合作 ，提升中小企业生存 、发展及进入双

边和国际市场的能力 ； （
1 8 ）鼓励和促进民用航空业 的发展 ； （ 1 9

） 在基因资源获取与

利益共享机制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与协调 ； （
2 0

）推动媒体对两国旅游 目 的地与旅游资

源的报道 ，加强旅行社间的联系 ； （
2 1

）促进在可持续旅游开发方面的合作 ，加强 以旅

游业为基础 的社区的能力 ，减轻贫困 ； （
2 2

） 通过双边对话 、双边技术援助 、相关的政

府间进程和制度 、

“

婆罗洲之心脏倡议
”

ＨｅａｒｔｏｆＢ ｏｒｎｅｏＩｎ ｉｔ ｉａｔｉｖｅ
） 、美国 －印尼 《热

带森林保护法 》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 ｒｅ ｓｔ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协定及其他双边合作 ， 促进在森林

保护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及森林执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 ； （
2 3

 ）加强在促进海洋和沿

① 该倡议 由 世界 自 然基金会
（
Ｗｏ ｒｌ ｄＷ ｉｄｅＦ ｕｎｄＦｏｒＮａ ｔｕ ｒｅ

） 发起 ， 目 的是 保护婆罗 洲 岛 ｎ 万平方公 里 的 森林地

区 。 2 0 0 7 年 2 月 1 2 日 ， 文莱
、 印尼和马 来西亚 在 巴厘 岛 签署协定 ， 支持该 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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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负责任的捕鱼活动 ，
以及 良好的水产养

殖等方面的合作 ； （
2 4

）共同合作促进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ＵＮＦＣＣＣ

） ；

（
2 5

）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 ，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 ，包括新的和可再生能源资源 、

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保护及改进技术等 ； （
2 6

） 提升在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

（
2 7 ）强化环境管理方面的双边合作 。

3
． 社会文化 、教育 、科技及其他合作 （

1 5 项 ） 。 包括 ： （
1
） 促进在社会保障 、社会

保险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及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合作 ； （
2

） 共同致力于促进不 同信仰

的人们之间更好地理解对方 ； （
3

）加强在促进跨文化对话和地区媒体间对话方面的

合作 ，
以增进对当地智慧 、多元社会价值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尊重和宽容 ； （

4
） 促进

双方在保护 、维持和恢复文化和历史遗产方面的互助与合作 ； （
5

）在档案的维护 、保

护及教学运用方面进行合作 ，在艺术 、电影 、媒体和展览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 以及在

其他诸如文化遗产的认定等方面进行合作 ； （
6

）促进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智库合

作及文化互动 ，包括青年交流 、专家和研究人员交流 、官员交流及实习等 ； （
7

）加强在

突发事件和灾难准备 、救援等方面的合作 ， 降低灾难对人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影响 ；

（
8
） 在搜救 （

ＳＡＲ
）活动／服务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包括能力建设 、信息交流等 ； （ 9 ） 加

强教育合作 ，
以提高课程 、学校和教师的质量 ，提升全球竞争力 ’促进公平的受教育的

权利
； （

1 0
）提升教育合作和研究伙伴关系 ； （

1 1
） 提高教育 ，包括技术／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 ，促进创业精神发展 ； （
1 2

） 发展伙伴关系 ，使信息技术成为所有

儿童教育的组成部分
； （

1 3
）加强在科学 、技术和创新等方面的合作 ； （

1 4
） 在太空技术

应用 、教育与研究方面开展合作 ，
以促进解决全球挑战 ，包括灾难管理和气候变化监

控等 ； （
1 5

）确立关于健康合作的广泛框架 ， 以 防止和控制传染性疾病 ，促进公共健

康等 。

《实施印尼－美国全面伙伴关系 的行动方案 》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且具体 ，
这些

内容是两 国相关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等经过较充分的磋商和探讨才

确定下来的 ，
经历 了从

“

政府与政府背景下 自上而下的讨论
”

到
“

更广泛的各种政府

和非政府间的参与者之间 的 自下而上的对话
”

的过程。 它既反映了美 国 的诉求 ，
也

体现了 印尼的需要 ， 与后者的期待也基本一致 。

三 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取得的进展

在
“

全面伙伴关系
”

框架下 ，美国 －印尼关系在 《实施印尼
－美国全面伙伴关系的

行动方案 》所涵盖的各领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 本部分主要是罗列美国和印尼在众

多领域开展的合作项 目 、活动及其进展 ， 以尽可能充分地展现两国关系发展的广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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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察 ，更有助于深化对美国 －印尼关系的认识。

（

一

）双边高层制度化对话机制的建立

高层对话是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重要内容 。 高层对话能够最清晰 、 最

敏感地反映两国关系的基本状态 。 自 2 0 0 9 年开始着手构建
“

全面伙伴关系
”

起 ， 美

国和印尼两 国高层官员 、议员之间互访频繁 。

奥 巴马第
一任期开始不久 ，

克林顿国务卿首次出访就选择了 印尼 ，
于 2 0 0 9 年 2

月对印尼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 此后 ，克林顿国务卿又多次出访印尼 ，或参加东

盟部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 、东亚峰会及美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 ，或主持美国 －印

尼联合委员会会议 。 访问期间 ，
她每次都与 印尼总统或外长等髙官就双边 、地区或全

球议题进行讨论。 奥巴马总统于 2 0 1 0 年 1 1 月 9 日首次访问印尼 ，之后在参加东亚

峰会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会议时又多次访问 印尼 ，并与印尼总统苏西

洛进行会谈 。 此外 ，美 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哈格尔 、国务卿克里等也都访问过印尼 ，就

战略与安全 、气候变化等众多议题与印尼总统和国 防部长等进行了 深人讨论 。 印尼

总统苏西洛 、外交部长 、 国防部长等高官也多次访问美国 。

更重要的是 ，美国和印尼之间 已建立起高度制度化的高层对话机制 ，确保了两 国

在双边 、地区及全球问题上都保持着密切磋商和接触 。 在
“

全面伙伴关系
”

框架下 ，

两国建立 了美国
－印尼联合委员会 ，负责监督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落实 。 该委员会 由

美国 国务卿和印尼外长任共同主席 ，下设六个工作组 ： （
1

） 民主与公 民社会工作组 ；

（
2

）教育工作组 ； （
3

） 气候与环境工作组 ； （ 4 ） 贸易与投资工作组 ； （
5

） 安全工作组 ；

（
6

） 能源工作组 。 美国和印尼两国意在通过这
一制度化对话机制的交流 ，

“

加强在广

泛议题上的双边合作 ，
不仅为印尼和美 国 ，

也在地区和全球范 围 内推动和平 、稳定和

经济繁荣 。

”？

到 目前为止 ，美国 －印尼联合委员 已举行四次会议 （第
一次 ，

2 0 1 0 年 9 月 1 7 日 ，

在美 国华盛顿举行 ；
第二次 ，

2 0 1 1 年 7 月 2 3 日 至 2 4 日
，在印尼 巴厘岛举行 ；第三次 ，

2 0 1 2 年 9 月 2 0 日 ，在华盛顿举行
；
第 四次

，

2 0 1 4 年 2 月 1 7 日 ，在雅加达举行 ） 。 美 国

－印尼联合委员会第
一

次会议公布了 《实施印尼－美国全面伙伴关系的行动方案 》 ， 并

发表了会议声 明 。

历次会议期间 ，美 国 －印尼联合委员会共同主席都会听取委员会及各工作组就

工作进展情况及两国关系发展情况所做的报告 ，评估两 国关系在各重要领域取得的

进展 ，并就重要的双边 、地区和全球议题进行嗟商与合作 。 联合委员会及其工作组帮

①
“

Ｓｔ 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
ｈｅ Ｕ ．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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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ｇ ，

＂

Ｓｅ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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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两国实施《行动方案 》 中列出的优先关注的问题 ，确立
“

全面伙伴关系
”

框架下合作

的战略方向 ，推动 以平等伙伴关系的精神深化和扩大合作 ，加强对话与沟通 ，
以应对

共同挑战 。 各个工作组平时也会不断举行会谈 ，进行战略合作 ，推进政策倡议 。

除美国 －印尼联合委员会这
一

高层对话机制外 ，美 国与印尼还建立了
“

美 国 －印

尼商业对话
”

（
ＵＳ ＩＣＤ

） 、

“

能源政策对话
”

（
ＥＰＤ

） 、

“

印尼 －美 国 安全对话
”

（
ＩＵＳＳＤ

） 、

“

美国 －印尼教育伙伴关系
”

等高层对话机制 。 两 国官员围绕安全战略 、商业关系 、能

源政策 、贸易与投资 、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 、气候变化及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核不

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 、裁军等双边 、地区和全球议题进行着定期磋商 。

“

美国 －印尼商业对话
”

机制 由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与印尼经济事务协调

部在 2 0 1 0 年 1 1 月 建立 。 该对话机制 已成为两国分享经验 、提升能力和交换信息的

不可或缺的论坛 ，对扩大双边贸易 、加强商业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 从 2 0 1 0 年 6 月

起 ，美国与印尼开始开展
“

能源政策对话
”

，
并举行了多次

“

美国 －印尼能源投资圆桌

会议
”

， 以促进信息交流和推动印尼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 。 2 0 1 1 年 9 月 ，两国在

华盛顿举行了
“

印尼－美 国安全对话
”

。 美国还与 印尼建立了
“

高等教育伙伴关系
”

。

2 0 1 1 年 1 0 月 3 1 日 ，美国教育部长阿恩 ？ 邓肯 （ Ａｒｎ ｅＤｕｎｃａｎ
） 与印尼教育和文化部长

穆罕默德努赫 （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Ｎｕｈ

）举行第
一

届美国
－

印尼高等教育峰会 。

这些制度化的对话机制 的建立 ，有助于美国和印尼在众多相关议题上保持及时 、

顺畅的沟通 ，促进两 国在各领域的相互理解 ’并进
一

步引导这些领域的合作 ，
推动两

国
“

全面伙伴关系
”

进一步走 向深人。

（
二

） 推动民主与公民社会发展 ，加强 国际民主发展合作

对于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来说 ，
民主的巩固对其未来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具

有决定性意义 。 这也是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中 民主建设方面关注 的重要内

容 ，
两 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 ：第一

，推动印尼 国 内 民主发展和民主巩固 ；
第二 ， 与印尼

合作推动其他国家民 主与善治之发展 。

在推动印尼国内 民主发展与巩固方面 ，美国和印尼合作开展的活动主要有 ：
通过

举行关于公民参与和治理透明度的论坛 ，
组织来 自 印尼和美 国政府 、地方和国 际公民

社会组织的代表交流关于民主发展 、公民参与及公民社会组织作用的经验 ；
资助印尼

中央选举委员会 、选举监督委员会和印尼政府的高级选务官员赴美观摩美国大选 ；
支

持印尼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代表团访美 ， 与美方相关机构和人士交流官僚机

构改革经验 ；支持印尼组织关于妇女政治参与的研讨会 ，
以促进妇女的政治参与 ；与

印尼中央选举委员会和选举监督委员会合作 ，为女候选人提供选举培训 ，
以便当选后

能有效地代表其选民 ；
通过各种项 目和活动 ，推动印尼法治发展和执法能力建设。

美国非常看重印尼在民主转型问题上的经验 ， 在促进其他国 家民主与善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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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加强了与印尼的合作 。 美国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有 ：支持
“

东南亚－美国伙伴

关系 ：公民社会共同创新
”

（
ＩＫＡＴ －ＵＳ

）倡议 ，
促进印尼 、美国及东南亚地区公民社会组

织之间的合作 ，支持印尼公民社会团体通过制定和实施民主 、治理与人权项 目
，
与其

他国家分享它们的经验
；
参加

“

巴厘民主论坛
”

，支持印尼通过榜样和公开对话开展

推动 国际民主发展的活动并发挥领导作用
；
支持开展

“‘

南南
’

和三边合作
”

（
ＳＳＴＣ

）

项 目
，与印尼签署《关于

“

南南
”

和三边合作谅解备忘录》 ，增加两 国联合发展援助 ，共

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
组织关于民主的国际研讨会 ，探讨印尼 民主转型的教训及

经验对其他国家的价值 ；
以及支持实施印尼 的

“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国家行动方

案
”

等 。

美国和印尼在民主发展 、人权保护 ，
以及公民社会培育 、 国际民主发展等方面合

作开展的这些活动 ，契合了印尼 自 身民主巩固之需要 ，有助于提升印尼的 国 内治理水

平 、深化两国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促进两国在国际民主发展问题上的合作 。

（三 ） 教育交流的扩展与人民之间联系 的深化

教育领域的合作是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重要 内容 。 其中 ， 高等教育交

流与合作最为突出 。
2 0 0 9 年 7 月 2 6 日 至 3 1 日 ， 由公共与赠地大学协会 （

ＡＰＬＵ
） 、 国

际教育协会 （
Ｉ ＩＥ

） 、美国 －印尼协会及东西方中心等 四个组织领导的美国教育学家代

表团访问印尼 。 该代表团 的报告就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教育方面内容提出 了

建议 ：通过提高学生 、教师及研究者交流的质量 、数量和多样性 ，深化印尼与美国的教

育联系 ；
加强两国教育机构的能力 ；设立美国

－印尼高等教育伙伴关系联合委员会作

为实现教育伙伴关系 目标的执行机构 。
②

2 0 1 0 年 6 月 ，奥巴马与苏西洛总统宣布了
一

项
“

高等教育伙伴关系
”

计划 。 美国

计划五年 内投人超过 1
． 6 5 亿美元 ，促进两国教育合作 ，增加富布赖特及其他交流项

目 的数量 ，使两国在对方学习的学生数量翻番 ； 促进两 国人民在领导和管理经验 、科

学和技术专业知识 、文化理解等方面的交流 ；
支持美国 与印尼 的研究所 、基金会 、公

司 、大学及个人之间的合作 。

为此
，
美国 国务院实施了

“

富布赖特印尼研究 、科学和技术项 目
”

（
ＦＩＲＳＴ ）

“

社 区

大学倡议项 目
” “

大学伙伴关系项 目
” “

高等教育领导 、管理与政策项 目
”

（
ＨＥＬＭ

）等 ，

以促进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培养印尼教师和教育管理者 ，提高印尼高等教育质量

①
“

开放政 府伙伴关 系
＂

（
ＯＧＰ

） 是 以 开放 、透 明和公共参 与精神 为 基础 建立的 国 家之 间 的
一 种伙伴 关 系 ， 目 的

是推动 实现高 效和负 责任的 治理 ，参 与其 中 的既有政府 ， 也有公 民社会组织 。

②Ｒｅｐｏｒｔｏ ｆ
ｔ
ｈｅＵ ．Ｓ ．Ｈ ｉｇ

ｈｅ 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Ｍ ｉｓｓｉ 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ｏｎｅ ｓｉａ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ｏｎＵ ． Ｓ ． 
－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Ｅｎ？

ｈａｎｃ ｅｄＣｏｏｐｅ 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Ｈ ｉ

ｇ
ｈｅ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ｅｄ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 ｅＰａｒ
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

，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 Ｃｏ
－Ｃｈａ 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Ｕ ．

Ｓ ．Ｈｉ＾ｉｅ ｒＥｄｕｃ 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ｅ ｒｓＭ ｉｓ ｓ 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ａ ，Ｊｕ ｌｙ 2 6 
－

 3 1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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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能力 。 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还开展了
“

英语语言培训
”

、

“

学生咨询服务
”

及
“

美国 －印尼海外学习能力伙伴关系项 目
”

（
ＵＳ ＩＰＰ

） 等工作或活

动 。 美国商务部 、富布赖特委员会还开展了
一

些教育推介活动 ， 向印尼人介绍美国高

等教育机构 ，为印尼学生 留学美国提供说明 。

此外 ，美国还很重视推动印尼基础教育发展。 美国 国际开发署实施了
一些 旨在

加强印尼基础教育 、改善中小学教与学的质量 、提高印尼学校管理 、教师职业发展质

量的项 目 。

为增进两 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促进相互了解
，
除了扩大教育交流外 ，美 国还在印

尼开展了其他许多公共外交项 目或活动 。
2 0 Ｈ） 年 6 月 ， 中断了

4 5 年的
“

和平队
”

重

新在印尼开展活动 。 国务院实施的
“

英语学习小额奖学金项 目
”

仅 2 0 1 3 年就为 1 3 0 0

多名 1 4 岁到 1 8 岁 、经济 困难的印尼青年学生提供了奖学金 ，使之有机会提高英语语

言技巧 。
？国务院的

“

富布赖特英语助教
”

项 目 向 印尼多地中学派 出了数十名英语教

师和英语语言教学专家 。 国 际开发署的
“

第二阶段扩展奖学金和培训以实现可持续

影响的项 目
”

（
ＰＲＥＳＴＡＳＩ

ＩＩ ）’ 旨在为印尼培养
一支经验丰 富的管理者和领导人骨干

队伍 。 美国还在雅加达设立了世界上第
一

个高科技文化中心＠ａｍｅｒｉｃａ
，并把与印尼

人的文化交流置于优先位置 。 美国对印尼开展的更为深刻的公共外交活动是亚伯拉

罕后代 （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ｃ

）宗教团体领袖举行的不同信仰间的对话 。
②

美国与印尼在教育领域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
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

’

既有两国政府部 门之间的密切支持与合作 ，
也有两国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 ，

这无疑

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之间 的联系和相互理解 。

（ 四 ）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挑战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 美 国和印尼都非

常重视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 。 作为
一

个群岛国家 ， 印尼更易受到气候变化 的影

响 。 奥巴马政府视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问题为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 ， 印尼被其视为

加强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伙伴 。

“

气候变化与环境
”

问题上的合作是美国 －印尼
“

全

面伙伴关系
”

的
一

个核心支柱 。

美国 －印尼两 国在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 气候变

化 ；
森林 、泥炭土及其他陆地生态环境 ；

海岸和海洋资源与生物多样性 ；环境管理 。

美 国在这些方面与印尼合作采取的行动或项 目 有 ：
与印尼签署 《科学和技术协

①
“

Ｅｎ
ｇ

ｌｉ ｓｈＡｃｃ ｅｓｓＭ ｉｃｒｏ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 ｈｉ ｐＰｒｏｇｒａｍ ，

“

ａｖ ａｉ
ｌ ａｂｌｅａｔ ；ｈ

ｔｔｐ ； ／／ｊ
ａｋａｒｔａ ．ｕ 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

 ｇｏ
ｖ／ｒｅｌｏ／ａｃ ｃｅ ｓｓ ，ｈｔｍｌ

，

2 0 1 4 ． 1 1 ． 1 8 ．

②
“

Ｓ 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
ｈｅ Ｕ ． Ｓ ，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Ｉｎ
ｔ
ｅｒｆａ ｉ ｔｈＭ ｉｓ ｓ ｉｏ ｎ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Ｕｎ 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 ，

＂

Ｆｅｂｒｕａ ｒ
ｙ 

2 7 ， 2 0 1 2 ，ａ
ｖ ａｉｌ 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ｊ
ａｋａｒｔａ ． ｕｓｅｍｂａｓ ｓｙ

．

ｇｏ
ｖ／ ｎｅｗｓ／ｅｍｂｎｅｗｓ＿ 0 3 1 4 2 0 1 2 ． ｈｔｒｎｌ ， 2 0 1 4 ．

1 0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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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为扩大双边在基于科学的决策 、健康科学 、能源 、海洋研究及环境等方面的合作

与协调
，提供了法律框架 ；

资助印尼建立
“

气候变化 中心
”

 ’ 以把气候变化领域科学研

究与决策者联系起来 ，确保科学研究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 向印尼提供

1 ． 1 9 亿美元 ，用于
“

科学 、海洋 、土地使用 、社会与创新
”

（ ＳＯＬＵＳＩ ） 伙伴关系 ，其中包

括第二个 《热带森林保护法》协定 、

“

林业与气候支持项 目
＂

（
ＩＦＡＣ Ｓ

） 、

“

海洋与气候支

持项 目
”

（
ＩＭＡＣＳ

） 、

＂

清洁能源开发
”

（
ＩＣＥＤ

） 项 目 等
；
美国环境保护署与印尼环境部

签署 《谅解备忘录 》 ，扩大环境合作 ，与雅加达省政府合作实施了
“

轻松呼吸 ，雅加达
”

（ Ｂ ｒｅａｔｈｅＥａｓｙ ，Ｊ
ａｋａｒｔａ ）项 目 ；

“

千年挑战公司
”

（ ＭＣＣ ） 在印尼 实施 了

“

绿色繁荣项

目
”

，
目 的是通过推动私营部门投资 ，支持印尼绿色增长战略 ，减少碳排放 ， 塑造更具

可持续性的环境 ；完成第二个
“

以债务替换 自然资源
”

计划 ，免除印尼 2 8 5 0 万美元债

务 ，
以换取印尼承诺保护森林面积并减少 因滥伐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

’援助印尼政府

建立 4 5 万公顷新的海洋保护区 （
ＭＰＡ

） ；
与印尼签署关于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 的谅

解备忘录 ，加强两 国保护野生动植物 的能力和管理 ，促进印尼的野生动植物保护 。 此

外 ，美 国还在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清洁能源项 目 （ 特别是生物和水电项 目 ） 、建立卫生

设施 、增加清洁饮用水的获得和降低印尼贫困人 口 的用水成本 、沿海红树林保护等许

多领域与印尼进行了合作 。

美国与印尼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 ， 既有助于推进印尼在这些

领域的进步 ，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美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立场 ，
巩固和提

升了美 国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 。

（ 五 ） 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

无论从人口规模 、 自然资源禀赋 ，
还是从当前经济规模来看 ， 印尼都是

一

个拥有

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 贸易和投资是美国 －印尼关系 中具有 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 。

在
“

全面伙伴关系
”

框架下 ，美国与 印尼都致力于扩大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合作 ， 在

贸易方面主要是寻求维持市场的开放 、贸易流动的便利化及为中小企业创造机会等 ；

在投资方面则致力于通过支持印尼改善其投资环境和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推

动投资 。
？

在美国 －印尼 《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 ＴＩＦＡ
）下 ，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保持

着定期对话 。
2 0 1 0 年 9 月 美国

－

印尼联合委员会第
一

次会议之前 ，美 国副贸易代表

马兰提斯 （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 ｓＭａｒａｎｔｉｓ

） 与印尼 贸易部副部长马亨德拉 ． 席格 （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Ｓｉｒｅ

－

ｇａｒ ）举行会谈 ，评估了两国在改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 ，并重 申 加强

①
“


Ｊｏ ｉｎｔ Ｄ ｅｃｌａｒａｔ 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 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 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 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 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ｐ
ｕｂｌｉ ｃｏｆＩｎ

？

ｄｏｎｅｓｉａ
 ，

＂

Ｎｏｖ ｅｍｂｅ ｒ 9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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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伙伴 关 系
”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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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解决
“

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

（
ＴＩＣ／ＴＩＦＡ

） 框架下遗留 的问

题 。 1 0 月 ，
两国举行《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会议 ，

讨论可能的新的贸易与投资倡议 ，

并评估在解决诸如制药业 、农产品及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取得的进

展 。 2 0 1 2 年 7 月 的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与投资联系和解决突出 问题的

方式 ，并承诺根据该框架协议恢复知识产权工作组 ，为印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

制定了工作计划 。
2 0 1 3 年 6 月 的会议讨论 了进

一步加强双边贸易 与投资联系和 降

低贸易壁垒的方法 ， 以及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东盟等论坛上的

合作 。

为改善有助于快速 、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环境 ，美国 国际开发署实施了经济

增长援助项 目 ：与印尼政府及世界银行合作 ，投资 6 5 0 0 万美元以创造就业和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
；
实施有助于增加高价值作物产量及销售 、改善粮食安全和创造就业的项

目 。 2 0 1 2 年 8 月 ，美国与印尼基础设施备忘录 ，
支持加大在基础设施项 目方面的双

边合作 。 国际开发署还与印尼政府及私营部门合作 ’促进印尼粮食安全 ，支持印尼农

业和渔业的可持续生产 ，
鼓励私营部门投资

，
保护 自然资源基础。

为推动美 国企业对印尼的出口 和投资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 ＯＰＩＣ ） 为美国企业赴

印尼投资提供了项 目融资和政治风险保险服务 。 美国进出 口银行也采取措施 ， 支持

美国对印尼 的出 口
， 促进双边贸易 便利化 。 此外 ， 美国还通过

“

全球创业计划
”

（
ＧＥＰ

）支持印尼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
通过共同主办研讨会 ，推动印尼良好的法规规范

建设 ，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

（ 六 ）安全合作进
一

步深化

安全领域的合作是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中最突出 的内容 。 两国安全合作

与军事关系发展 ，既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
也符合印尼军事现代化和职业化改革的要

求。 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 ： 首先 ，实现了 两国军事关系完全正常化 ， 推

动两国军事关系制度化 。 2 0 1 0 年 6 月
，
两国签署《关于防务领域合作活动的框架安

排》 ，其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对话 、教育与培训 、海上安全及军事装备采购等 ，
目 的是整

合防务领域业已存在的合作活动 ， 提升安全合作的质量。 其次 ，加强了安全领域的对

话 。 年度
“

印尼
－

美 国安全对话
”

是两国讨论安全议题的重要论坛 。 两 国还开展 了

“

防务规划对话
”

’
以加强双边防务合作 ， 交流关于组织和管理国防部门 的经验和支

持印尼领导的改革等。 两 国军方高层互访频繁 。 第三 ，
两 国开展 了联合军事演习 。

美国和印尼海军举行了年度
“

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
”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ＣＡＲＡＴ

）演习 。 美

国陆军太平洋战 区司令部 （ ＵＳＡＲＰＡＣ ） 与印 尼陆军定期举行
“

神鹰盾牌
”

（
Ｇａｒｕｄａ

Ｓｈｉｅｌｄ
）联合军事演习 。 两 国还参加 了一系列地区多边演习 。 美国和印尼还就

“

通信

互通性与通信安全协议备忘录
”

（
ＣＩＳＭＯＡ

）进行了谈判 ，
以促进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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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互通性和通信安全 。 第 四 ，
通过

“

对外军事资助项 目
”

（
ＦＭＦ ） 和

“

国际军事教育

和训练项 目
”

（
ＩＭＥＴ

） 等 ，为印尼 国防现代化提供援助 ，促进印尼武装力量现代化和专

业化 。 此外 ，
美国还通过国务院的

“

全球和平行动倡议
”

（ ＧＰ 0 1
） ，
继续支持印尼和平

与安全中心 （
ＩＰＳＣ ） 的发展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

ＰＡＣＯＭ
） 也在印 尼和夏威夷为

“

面对

面
”

的培训活动提供资助 。

美 国与印尼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为印尼军事改革提供了更大支持 ，推动 了印尼国

防现代化和军队职业化的发展 ，有助于提升印尼推动地区稳定和参与全球维和行动

的作用 ，
也有利于扩大和深化美 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 。

（ 七 ） 能源合作

能源的使用是
一个与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都密切相关的问题 。 印尼

也是
一

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 。 在美 国
－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框架下 ，
两 国积极开展

了能源合作
，
特别是清洁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 。

美国能源部领导的
“

能源政策对话
”

是美国和印尼在能源安全 、能源贸易与投

资 、清洁高效能源技术使用等领域进行双边合作与政策讨论的基本机制 。 在 2 0 1 0 年

6 月 的
“

能源政策对话
”

会议上 ， 双方同 意确立两到三个扩大双边合作的新领域 。

2 0 1 2 年 5 月 的
“

能源政策对话
”

强调了发展印尼能源部门的方法 ，包括在非常规天然

气和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等 。 两 国还举行了多次能源投资圆桌会议 。

美国联邦政府有多个部门参与 ，帮助增强印尼在监管 、金融及技术方面 的能力 ，

以实现其清洁能源 目标 。 美国能源部开展 了
“

为印尼偏远地区 电 网提供可持续能

源
”

（ ＳＥＲＩＧ ）项 目和关于
“

促进印尼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
”

的项 目
， 帮助

印尼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与印尼 国有 电力公司 （
ＰＬＮ

）合作 ，用可再

生资源取代印尼偏远地区小型电 网 的柴油发 电机组系统 。 美国 国际开发署开展了
“

印尼清洁能源发展
”

 （
ＩＣＥＤ

） 项 目和
“

印尼 在土地使用和能源行业的碳还原能力
”

（
ＣＩＲＣＬＥ

）
项 目 ，以改善能源部门的治理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为增加印尼农村地区清洁和可靠能源的供给 ， 支持低碳发展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

千年挑战公司
”

（
Ｍ ＣＣ

） 的
“

绿色繁荣项 目
”

为可再生能源及 自然资源管理项 目 提供

技术和金融援助 。 通过
“

印尼地热开发倡议
”

，美 国贸易与发展署与印尼私营部门合

作 ，进行印尼地热项 目 的可行性研究 、地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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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ＰＡ

） 领导的
“

全球甲烷倡议
”

（
ＧＭＩ

）

？和
“

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
”

 （ ＣＣＡＣ ）

？框架下 ，

美国与印尼也展开 了合作 。

美国与印尼之间的能源合作 ，推动了对印尼能源行业 ，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部门的

投资和能源部门先进技术的发展 ，
Ｘ士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

过去几年 ，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已取得全面进展 ，
以上列举的有限内容已

可大致表明它所涵盖内容之广泛 、两国合作之深人 、美国在印尼 的影响之深厚 。

四 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 特点与启示

通过考察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从提出到实施的过程及其所涵盖的 内容
，

可以看出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特点 ，
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些启示 ：

第一
，
美国－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倡议从提出到开始实施 ，
经历了双方深入的沟

通过程。 在高度信息化的开放世界里 ，

一

个国家提出的任何涉及他 国 的双边或多边

倡议 ，都须重视事前与他国的沟通 ，特别是要尽可能广泛地接触对方各种社会力量 ，

既要得到其政府的认可 ，更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 从 2 0 0 8 年 1 1 月 苏西洛总统提

出这一倡议到 2 0 1 0 年 1 1 月两国元首正式签署
“

全面伙伴关系
”

协定 ，经历了整整两

年 。 其间 ，
两国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 、智库及相关部门人士广泛参与了讨论和沟通 ，

就其原则及应包含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逐步达成共识并形成行动方案 。 政府与社会

组织广泛参与沟通和讨论 ，有助于在两 国之间和各 自 国内形成共识 。 这种共识的形

成
，
反映了两 国增加协调与合作的共同愿望 ，

有助于推动两国 间互信的累积和确保两

国关系 向深人发展 。

第二 ，
美国－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内容非常丰 富 ， 涉及领域和问题非常广泛 、具

体 。 如上文所述 ，它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民主巩固与公民社会发展 、气候变化 、环境

保护 、能源安全与清洁能源 、粮食安全 、教育合作 、人员交流与不同信仰间的对话 、科

技合作 、健康 、贸易与投资 、发展 、减贫 、军事交流 、反恐 、防务与安全合作等 。 两国在

这些领域开展的活动或项 目也非常具体且有针对性 ，契合了双方旳需要 ，特别是印尼

①
“

全球 甲 烷倡议
”

是 一个 自 愿 的 多边伙伴关 系
，
目 的 是减少全球 甲烷 排放 ， 促 进作为 一种 重要的 清洁 能 源来

源 的 甲烷的 使用 。 通过创建政 府 、私营部 门 、开发银行 、大 学及非政府组织 之间 的 国 际 网 络 ，增 强能 力 ， 制订

战 略
，
培育市场 ， 清除伙伴 国减 少 甲 烷排放项 目 发展 的障碍 。

②
“

气 候与 清洁 空 气联 盟
”

由克林顿国 务卿在 2 0 1 2 年 2 月 1 6 日 宣布 成立
，
目 的是通过推动 国家行动 计划 的 发

展 ， 加强发展 中 国 家的 能 力 ， 动 员公共和私人资金 的行动 ， 引 起全球 关注 ， 推动地 区和 国 际合作 ， 以减少 短期

气候污染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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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 。 外交政策 目标和原则只有融合到 国家间关系的具体问题领域之中时 ，才能

真正体现出其影响力 。 国家间在具体问题上处理得越好 ，外交政策 目标和原则就能

得到更好的体现 ，
也更有助于促进 国家间合作和提升各 国在对方国家的影响力 。 美

国和印尼
“

更力卩细致人微的 自 下而上的对话方式
”

将有助于把两 国更紧密地联系起

来 。 两国在广泛议题上进行合作也会大大深化美国对印尼的影响 。

第三 ，
两国合作习惯的养成与信任关系的建立 。 信任对于建立稳定 的 国家间关

系是至关重要的 ，但互信的建立往往非常 困难 ，且经常受到各种 因素的干扰 ； 疑虑和

不信任经常存在 ，甚至无法避免 。 唯有通过在应对和解决众多具体问题过程中 的合

作培养磋商与合作的 习惯 ，
逐步累积共识和互信 ，才可能消除疑虑 ， 化解不信任 。 美

国战 略与 国 际 问题研究 中 心 资深顾问 、东 南亚项 目 副 主任莫瑞 ？ 伯特 （
Ｍｕ ｒｒａｙ

Ｈ ｉｅｂ ｅｒｔ
）和杰里迈亚

？ 麦格 帕尔 （
Ｊｅ ｒｅｍｉａｈＭａｇｐ

ｉ ｌｅ
） 研究员评论道 ，美 国与 印尼在民

主与发展 、贸易与投资 、能源政策与绿色技术及地区安全等领域
“

持续的合作倡议对

于在两个相互认知不够的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的习惯是至关重要的
”

。

“

让合

作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核心的想法非常新颖 ，但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 安

全与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但其他领域的合作能够为持久的伙伴关系提供黏合剂 。

” ①

美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发展已显示 出
“

磋商与合作的习惯正深深地扎根于两

国关系之中
”

。

② 可以想象 ，在众多具体领域进行持续合作必将推动国家间合作习惯

的养成和互信的累积 。

第 四 ，政府层面的主导作用与社会层面 的主体作用紧密结合 。 在任何社会中 ，政

府力量无论多么强大 ，与社会力量相 比都是弱小的 。 政府推动的任何倡议或行动 ，如

果得不到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 ，其效果和影响都会大打折扣 。 美国
－

印尼
“

全面伙

伴关系
”

，
既体现着两国政府积极的主导作用 ，

也体现着社会层面的主体作用 。 美 国

联邦政府众多部门 ，如 国务院 、国防部 、环境保护署 、 国际开发署 、
司法部等 ，都参与到

推动美 国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努力之中 ；美 国的
一

些智库 、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也

参与到与印尼的合作之中 。 从印尼方面看 ， 同样也有众多政府部 门和非政府组织 ，如

大学 、智库 、私营部门 ，广泛参与到两国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构建过程之中 。 社会层面

的广泛参与 ，有助于增进和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理解 ，更有助于两 国建立平等

的 、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 的
“

全面伙伴关系
”

。

第五
，
美国 －

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超越 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
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全

①ＭｕｒｒａｙＨｉｅｂｅｒｔａｎｄ
Ｊｅ ｒｅｍｉａｈＭ ａｇｐ ｉｌｅ ，

“

Ｃ ｏｍ
ｐ
ｒｅｈｅ ｎ ｓ 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 ｒｓｈ ｉ

ｐ Ｎｕ ｄｇｅｓＵ．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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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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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影响 。 这种影响是由美国和印尼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

发展与印尼的关系同加强对东南亚和亚太整体的接触是
一致的

，是美国亚太
“

再平

衡
”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 巴马政府对印尼的政策既受到共同 的民主价值和共同

利益的推动 ，也是 由于美国政府认识到印尼是
一

个正在兴起的 、将会在全球治理中影

响 日增的国家 。

？美国 、印尼两国在 2 0 1 0 年 1 1 月 9 日发表的
“

关于美国－印度尼西亚

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

表示 ，这种以 自 由 、多元主义 、宽容 、 民主及对人权的尊重

等共同价值为基础的
“

全面伙伴关系
”

也反映了
“

这样
一

种信念
——

伙伴关系不仅对

双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解决重要的地区和全球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
”

从广

泛而具体的合作内容来看
，
美国－印尼

“

全面伙伴关系
”

的发展必然是超越双边而具

有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影响的 。

一

个更加认同美国 制度 、价值观念及其在亚太地区作

用的印尼 ，更有助于扩展美国在亚太和全球事务的影响力 。

仇朝兵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美 国 研究所 副 研究 员

（ 本文责任编辑 ： 卢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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