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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

亚洲和大洋洲，被称为“千岛之国”。旱季和雨

季将悠长的年头一分为二，没有四季轮转的紧

迫，也没有漫漫长夜的苦熬。这里最受来自高

纬度国家的游客青睐，慢慢行走，慢慢品味印

尼味道。

印 尼 盛 产 咖 啡，名 声 最 响 的 还 属 猫 屎 咖

啡，这也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之一。印尼野

生的麝香猫喜欢挑选咖啡树中最成熟香甜、

饱满多汁的咖啡果实当作食物。而被它消化

掉的只是果实外表的果肉，坚硬无比的咖啡

原豆被排泄出来。

据说，早期印尼的咖啡农民视专吃成熟咖

啡果实的麝香猫为死敌，但不知何时有人在麝

香猫的粪便中挑出咖啡豆来制作咖啡，结果发

现，经过麝香猫的消化过程，咖啡豆产生了无

与伦比的神奇变化，风味趋于独特，味道特别

香醇，稠度几乎接近糖浆，丰富圆润的香甜口

感也是其他的咖啡豆所无法比拟的。

猫屎咖啡被咖啡爱好者戏称为是“有‘屎’

以来最香的大便”。猫屎咖啡由于数量非常的

稀少，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售卖地更是少之

又少，即使在原产地印尼亦不多见。市面上的

麝香猫多为人工豢养，其粪便所做咖啡的风味

与最原始最自然的野生猫屎咖啡不同。

印 尼 盛 产 红 茶，栽 培 茶 树 的 历 史 相 当 久

远，以爪哇岛及苏门答腊为中心，所产的红茶，

有一种特别清柔的香味。

Gunung Mas 茶庄是印尼最古老的茶园之

一，这里的茶农们都用同一种采摘方法采茶 :

提手采，不能用指甲掐断嫩茎，否则叶片断口

会变色。提手采采茶虽然辛苦了一些，但能

保证茶叶的天然原味。

爪 哇 岛 上 的 Kaligua 茶 园 背 靠 高 耸 的 火

山。晨雾尚未完全散去，山尖上有着些许朦胧

的云气，而下面茶园却已是一片清明世界，茶

园就这样平静地、无尽地在脚下绵延。

在印尼的茶园，戴着大斗笠，裹着头巾的

中年妇女粗声吆喝着称重论价，粗糙的指尖被

茶碱浸成褐色。她们早上 5 点半起床劳作，将

每簇叶片顶尖最鲜嫩的那三片叶子采摘下来，

用来制作最上品的茶。

中国是印尼红茶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据

福建一家从事速溶茶制作的厂商介绍，他长期

从印尼进口茶叶等原料，一年的进口量能达到

3000 多吨，现在，在中国—东盟自贸区采购，至

少减少成本十几万元。

印尼是咖啡生产和出口的大国，咖啡种植

面积排名世界第二，目前咖啡种植面积高达

130 多万公顷，产量居世界第四位。

2011 年，中国—东盟咖啡行业合作委员会

正 式 成 立 。 由 中 国 和 东 盟 国 家 有 关 咖 啡 商

（协）会组成，是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下设

的行业合作机制。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会长

黄添 非常希望通过行业合作来促进印尼咖

啡出口。他多次表示，东盟和中国的咖啡生产

企业在咖啡豆种植、加工设备和销售网络方面

有着各自的优势。双方企业有必要将目光投

向中国—东盟开放后形成的统一大市场，通过

交流与合作，共同制造出代表本地区的高品质

咖啡产品。

许宁宁分析，东盟国家是未来 10 年内世

界咖啡生产最大的“ 增长极”，中国是东盟最

大的咖啡进口市场，也是全球咖啡消费市场

发展最快且最具潜力的国家。双方企业有必

要将目光投向中国—东盟开放后形成的统一

大市场。

作为首位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公众场合提议，中国与东盟

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表

示，自从 1990 年，中国与印尼复交之后，双方关系发

展迅速。2005 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尼，将两国关系

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今年，习近平主席东南亚首

访印尼，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双方将进行更

加全面的战略合作。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在 2015 年贸

易额达到 800 亿美元的目标。

印尼积极塑造新形象

虽然印尼是东南亚地区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但

在十余年前，印尼华人还不得结社，没有华文报纸，

商 店 没 有 带 华 文 商 标 的 商 品 ，更 没 有 华 人 学 校 。

1995 年，徐宁宁出访印尼时，入住的五星级酒店房间

门口就有一名监视他的青年男子。1998 年，“五月事

件”的发生更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一谈到印尼就想

到“排华”。

十余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尼在竭力

改变留给外界的印象。事实上，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

他很快废除了一些歧视性的法律。2000 年，瓦希德颁

布 6 号总统令，给予华人宗教和信仰自由。2001 年，取

消汉字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限制。之后，梅加瓦

蒂总统宣布，春节从2003年起被定为印尼国家假日。

华人地位提高的一个有力证明是，印尼华人登上

了当地政治舞台。经济学家郭建义分别在瓦希德政府

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经济与金融部部长和国家发展计

划部部长。2004年苏西洛政府任命冯慧兰为贸易部部

长，她也是印尼史上首位入阁的华裔女部长。

同时，印尼也在积极塑造清廉的政治形象。许

宁宁说，过去经常有到印尼经商的企业家反映，印尼

部分官员非常腐败，通关时护照里面都要夹美元，给

钱才好办事。现在，印尼严打腐败，力争为投资者创

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关注大市场新商机

印尼去年吸收外国投资达到 324 亿美元，创下历

史新高。印尼财长巴斯里曾戏称：“投资印尼很‘危

险’，因为会‘上瘾’。”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统计，

2013 年上半年，印尼实现投资金额约 19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0%，其中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13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3%，国内投资 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

为吸引外国投资者，印尼政府通过“投资协调机

构（BKPM）”为 投 资 者 制 定 相 关 的 政 策 并 提 供 便

利。例如，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额达到 1 亿美元，那么

印尼政府将为投资者提供 5 年的免税优惠。

许宁宁作为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对印尼的发

展十分看好：印尼是东盟最大的国家，有 2.4 亿人口，

在消费购买力和产出技能方面都具有巨大潜力。在

过去 3 年，印尼经济年增长幅度稳定保持在 6% 以

上。目前印尼处于自 1998 年以来政局最稳定、经济

增长最快的时期。

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制

造业、资源开发和工程承包。许宁宁说，2012 年中国

在印尼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了 90.6%。截

至 2012 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尼直接投资数额达 20.2

亿美元。

许宁宁表示，投资制造业可以带动印尼国内的

产业升级，得到印尼政府支持，投资工程机械、纺织

服装、食品加工、电力装备、造船业都有很好的市场

前景。

作为世界大型的铝土矿、红土镍矿和锡矿产区，

印尼在世界能源版图中地位非常重要。早些年，淘

金印尼曾出现过许多传奇性的财富故事：当时，在印

尼投资一个矿的成本是很低的，有时候只需几十万

元就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矿区几年的开采权。如果

矿产勘察技术够好，投资回报率甚至可以达到百倍

以上。

由于矿产资源关乎到国家命脉，印尼在去年出

台了限制外资股权占比的新矿业法。此前，外国投

资者在印尼矿产企业的占股比例最高可达 80%，但

是新的矿业法把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在了 49%

以内。

许宁宁表示，除了对外资股权设上限的限制，印

尼还开始对从该国出口的镍矿、铝土矿等多种矿产

品加征出口关税。通过这项法规，印尼希望外国投

资者能为矿产品附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出口

原材料。同时，印尼也希望引进建筑、冶炼和电力方

面的技术。

为应对原矿禁运政策，福建泛华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在印尼红土镍矿主产地马鲁古省西塞兰县投资

建设“印尼·中国冶金工业园”，该项目总投资 10 亿美

元，将建成包含镍铁厂、焦炭厂、发电厂等在内的综

合冶金工业园。

在工程承包方面，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等许

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印尼，从最初承揽港口及疏

浚吹填等海事工程，随后逐步涉足公路、桥梁、机场、

铁路及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

许宁宁说，2013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印尼新签

工程承包合同 191 个，合同额达 37.5 亿美元，完成营

业额 17.1 亿美元。在东盟十国中，印尼是中国新签

合同额最多的国家。

许宁宁介绍，为实现 2011-2025 年的加速与扩

大全国经济建设蓝图（MP3EI），印尼政府选择了 6 个

地区作为着重建设地带，希望通过这 6 个地区的经济

建设，带动印尼全国经济蓬勃发展。这 6 个地区被称

为六大经济走廊，包括：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

巴厘、巴布亚和马露姑六大岛屿。许宁宁建议中国

企业关注这六大经济走廊商机。

许宁宁提示，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可以通过印

尼中华总商会和行业商（协）会来寻找商业渠道，了

解合作方的行业口碑。印尼著名的中文财经报纸

《印尼商报》经常会登载最新的印尼商机分析，其社

长是著名侨领谢瀚贤，对华人商界极为了解。谢瀚

贤也是印尼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协会秘书长。

积极融入穆斯林社会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深耕印尼

市场多年的福建泛华矿业董事长林昌华深谙融入当

地社会的益处。

林昌华成立泛华文化传媒公司与印尼 ESA TV

及 LUNAR TV 合作，共同建起印尼第一个以华语为

主要传播语言的电视媒体平台，入股印尼最具影响

力华文媒体《国际日报》，把中国介绍给印尼民众。

为 寻 找 文 化 的 共 通 点 ，林 昌 华 组 织 了《回 到

远 方》印 尼 穆 斯 林 访 华 之 旅 ，邀 请 印 尼 各 大 省 30

余 位 阿 訇 访 华 ，受 到 国 务 院 宗 教 局 、中 国 伊 斯 兰

教 协 会 官 员 接 见 ，促 进 中 国 与 印 尼 伊 斯 兰 教 合

作，让宗教领袖更多地了解中国，对促进投资合作

大有裨益。

福建泛华矿业还与华侨大学合作成立华侨大学

泛华学院，为印尼海关、贸工部和农业部的青年官员

进行免费的中文培训，印尼分院也在积极的筹划中。

许宁宁说，10 月 3 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雅加

达发表了《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苏

西洛总统欢迎和鼓励中国对印尼互联互通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投资和贡献，如铁路、桥梁、高速公路、港口

和机场建设。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两国

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建立海上、航空和信息通信直

接联系。双方同意探讨两国产业园区、港口和机场

之间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许宁宁建议，中国企业应

抓住这些商机。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 1 至 9 月，中国—印尼

贸易额达 503.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

印尼：新印象 新商机

印尼华人多从商，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印尼华人被限制参政、参军，华人要出头，只有

勤勉从商一条路。

1997 年 7 月，风云突变，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印

尼 币 值 狂 跌，印 尼 陷 入 有 史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经 济 衰

退。作为印尼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华商资产自然

同步大幅下跌。损失大者如林天宝的森布纳集团，

资 产 缩 水 竟 达 93% ，从 22.27 亿 美 元 直 线 下 滑 到

1.62 亿美元。接着，1998 年 5 月，印尼发生了惨绝人

寰的“五月事件”。

东南亚研究专家翟 指出，长期以来，印尼朝野始终

觉得华人都是富人，甚至还有人说，华人控制了印尼经

济总量的70%。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华人是大企业家外，

大多数华人都以经营中小企业为生。西加里曼丹山口

洋一带务农的华人，甚至生活困苦得令人难以想像。

翟 分析，印尼华人具有克勤克俭、坚忍不拔的

创业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顽强生存，这是的优

点。但印尼华人一般也承袭了中国帝王专制下的

“顺民”心态。一般华人怕官府，却又不爱遵循法律；

他们对政治冷漠，却又有不少人热衷于投靠有权势

的人，以谋私利。有些人对印尼的原住民抱有一种

自大而又自卑的矛盾心理：自卑是觉得自己没有政

治权利，办事经商都得托人家给个方便；自大是觉得

自己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水平比原住民高。

经过“五月风暴”的洗礼，印尼华人已经有所觉

醒，开始关心政治。他们的教训是，如果不能依靠自

己的力量，没有代表自身族群的声音，依赖权势得来

的财富与安全是不会持久的。

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增强。一些印尼华人

社团如印尼百家姓总会、印尼中华总商会等组织在

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华商领袖们达成共识，一

方面要继续为印尼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尽公民的职

责；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推动政府国会废除歧视华人

的法令，争取合法公民权益。

许宁宁在多次出访印尼，与印尼华商领袖的交

流中得知，从瓦希德总统时代至今，政府逐步以法令

的形式，来消除对华人的歧视。2004 年,苏西洛就任

印尼总统后,继续进行稳健的民主化改革,致力于经

济的恢复与发展,印尼政局进入稳定期,在华人的推

动下,印尼政府和国会继续改革华人政策,2006 年印

尼国会通过了新国籍法,新的华人政策也逐步得到贯

彻执行。华人也更加积极地通过社团参与印尼灾区

灾后重建、灾民救济,积极参加地方和中央的选举。

印尼华人在 2009 年积极参选各级立法议会，在

四级议会 5 万多名候选人中，华人青壮年一代几乎有

千人，是有史以来印尼华人最大规模的参政议政。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印尼的

经济联系日趋紧密，重要性不断加强，这也使得印尼

华人的地位逐步提高。苏西洛频频出席华人传统活

动，呼吁印尼华人透过和政府间的合作，协助提升印

尼经济。苏西洛说，民族团结对印尼至关重要，决不

允许种族歧视出现。

“中文热”在印尼兴起，许多初中和高中已将中文

列为必修科目。印尼华裔学生渴望与自己的文化重新

建立联系，其他族裔的学生则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作打算，希望从印尼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强的经贸关系

中获益。

■ 本版撰文 本版记者 栾 鹤

印尼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印尼味道：
从猫屎咖啡到碎红茶

编者按：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

是 处 于 亚 洲 最 南 端 的 国 家，千 岛 相 连，其

“印”在赤道上的“碎影”让人发出“人间天

堂”的感慨。印尼作为东南亚重要的海上枢

纽，对中国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与东

盟各国共同建设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意义重大。印尼正以亲切热情的态度欢迎

中国投资者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