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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后的印尼，走向“后佐科时代”

2月14日，“五合一”印尼大

选投票结束。根据3月1日印尼大

选委员会对77.9%投票站的统计结

果（大选的官方计票结果将于3月

20日前公布），二号组合即现任

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与现任梭罗市

长、总统佐科的长子吉布兰获得

58.83%的支持率，几乎笃定赢得

正副总统选举。此次大选还有两

组竞选搭档，一号组合为雅加达

首都特区前省长阿尼斯和民族觉

醒党总主席穆海敏，三号组合为

中爪哇省前省长甘贾尔和现任政

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马福德。本

次大选将奠定未来5～10年的印尼

政治格局，并将决定未来新政府

内政外交走向。这也意味着大选

后的印尼，将正式从“佐科时代”

步入“后佐科时代”。新总统将

于今年10月20日举行就职仪式。

“佐科时代”造就了“佐科效益”

现任总统佐科属于印尼非典

型政治家。他既不是来自政治世

家，也不是来自军队精英系统，

而是普通平民家庭出身。他成长

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磨难，从事

家具生意，曾差点破产，后来生

意起死回生，其家具产品赢得好

口碑，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为

日后执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处于内部变革的民主斗争

党，敏锐地发现了佐科的从政潜

质，推荐其竞选梭罗市市长，

结果一战成名。他从家具商到

市长、省长最后到总统的“三级

跳”，只用了九年时间，创造了

印尼政坛的“奇迹”。从2014至

20 2 4年，佐科在执政的十年里

一改传统政治家风格，勤于下基

层，了解普通民众需求，现场解决

许多难题，被称为“亲民”总统。

政治上，通过立法、执法等

手段，取缔伊斯兰极端主义非政

府组织，并查处幕后黑手，遏制

了身份政治上升的势头；团结反

对派，组织大联合政府，保持政

治相对稳定。经济上，大力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和下游工业发展，

改善营商环境，外来投资屡创新

高，经济增长年均保持在5%左

右，通货膨胀率平均保持在4%左

右。十年来，印尼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了45%，GDP总量突

破一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16大

经济体。英国《经济学家》评论

道，在全球30大经济体中，印尼

过去十年经济增速排在第五位。

国际事务方面，面对国际形势的

不稳定、不确定，印尼成功举办

了G20峰会，并担任东盟主席国，

将东盟一体化进程往前推进了一

大步。因此，印尼的国际形象进

一步提升。近年来，民众对佐科

总统的支持率保持在75%以上，开

创了“佐科时代”。

“佐科时代”为佐科总统凝

聚了强大的民心，并吸引了无数

无条件支持佐科总统的志愿者。

这些志愿者超越政党、阶级、族

群，变成大选中除政党之外的一

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大选前一

个月，佐科总统公开表示支持普

拉博沃和吉布兰搭档的竞选组

合，志愿者纷纷附和，推动了该

组合支持率的持续上升。

普拉博沃也以佐科总统继

承者身份自居，大打“延续”

口号，以前进联盟对标现任内

阁——前进内阁，巧妙地将民众

对佐科总统的高支持率转化成对

自身的支持率，使得民众对其支

持率出现了“跳涨”，取得了一

轮胜选的骄人战绩，凸显了“佐

科效益”。

大联合政府是大势所趋

印尼虽然实施的是总统制，

但宪政框架设计则是三权分立。

国会对总统的施政具有一定的制

衡权力，特别是在立法方面。普

拉博沃—吉布兰新政府如想顺利

执政，需争取到国会超过半数议

席的支持。普拉博沃本人多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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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未来新政府是包含各个政党

的大联合政府。

目前来看，支持普拉博沃—

吉布兰的八大政党中，只有专业

集团党、大印尼运动党、国民使

命党和民主党四大政党有资格进

入新国会，它们在未来新国会的

总议席中约占42%左右。因此，新

政府组成需要争取更多新国会政

党的支持。

未来新国会的最大政党民

主斗争党公开表示要充当反对

党，其在新国会的议席可能占到

18%～20%。而民族复兴党、民族

民主党、繁荣正义党则是三号组

合竞选时支持的政党，其在新国

会的议席总数可能达到35%～38%

左右。考虑到选前的合纵连横迹

象，民族复兴党加入到新政府的

可能性较大，而民族民主党和繁

荣正义党的动向尚不确定，最后

要看新政府给出的“蛋糕”是否

足够诱人。

对于新政府的组成，现任

总统佐科可能会发挥比以前总统

更大的影响力。虽然按照印尼宪

法，组阁是总统的特权，他人无

权干涉。在此意义上，普拉博沃

拥有组织新内阁的绝对权力。但

鉴于佐科在大选中扮演的关键角

色，新内阁的组成很难避开佐科

的影响力，何况副总统吉布兰还

是佐科之子，这就意味着大选后

的印尼将从“佐科时代”过渡到

“后佐科时代”，佐科总统仍然

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印尼媒体释放的信息来

看，未来新政府的经济班子可能

由佐科来组建。传统上，副总统

负责经济事务，所以佐科辅助儿

子吉布兰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

面，毕竟佐科总统处理经济事务

拥有丰富经验，而普拉博沃对此

显然不具优势。因此，普拉博沃

委托佐科组建经济内阁班子具有

较大可能性。

新政府未来施政方向

根据普拉博沃—吉布兰竞选

时提出的愿景与目标，以及五次总

2024年2月4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2024年大选

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三位候选人（左为雅加

达首都特区前省长阿尼斯、中为现任国防部长普拉

博沃、右为中爪哇省前省长甘贾尔）围绕教育、医

疗、就业、文化、信息技术等议题发表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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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副总统辩论所释放的信号来

看，新政府未来施政的总体目标

是推动实现“2024年黄金印尼”

梦想，即实现印尼强国梦。围绕

这个战略目标，新政府施政重点

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立自强。稳定国防安

全系统，通过粮食、能源、水、

伊斯兰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和蓝色经济等进行自给自足

建设，推动民族的自立自强。二

是发展工业。继续推动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就业品质，弘扬企业

家精神，发展创意产业、海洋产

业。继续推动下游工业，增加国

内自然资源的附加值。三是人力

资源。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促进

科技、教育、卫生、体育、性别

平等，强化女性和青年的作用，

关注残疾人。四是减贫。加强乡

村建设，减少经济不平等，消灭

贫困。五是加强改革。在政治、

法律和官僚体制方面加强改革，

强化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以及贩

毒、赌博和走私行为。六是文化

建设。加强人与环境、自然、文

化的和谐相处，促进宗教信徒之

间的相互包容，推动建设公正、

繁荣的社会。

从上述内政施政重点来看，

民族主义是主轴，即通过各种措

施推动民族振兴，保证印尼各地

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公平和谐地

发展，促进印尼繁荣进步。

从目前印尼经济表现来看，

新政府要想实现既定目标仍需面

对一些挑战。首先，印尼必须持

续保持经济增速在5%～7%以上，

才能完成“2024年黄金印尼”阶

段性任务。但当前全球经济增长

乏力，加上印尼推进限制原矿出

口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些负

面影响将可能引发欧美对其“软

压制”，比如限制印尼棕榈油出

口、打压全球镍矿价格等，由此

将会对印尼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

掣肘作用。

其次，民粹主义政策可能

会损害印尼财政的良好纪录，影

响外资投资信心。“免费午餐和

牛奶”是普拉博沃—吉布兰在大

选中推行的一项重要民生主张，

其目的主要是争取广大下层民众

的支持。本质上，这是一个典型

的民粹主义政策。根据该计划，

将为8290万人提供免费午餐和牛

奶，包括中小学生、伊斯兰寄宿

学校学生以及孕妇。如果该计划

完全实施，将花费450万亿印尼

盾（约合2077亿人民币）国家

预算，这将大大增加国家财政负

担，也会影响外资对印尼投资环

境的担忧。

经济外交或是新政府外交主轴

经济外交是“佐科时代”外

交的主要方向，也将可能是“后

佐科时代”的外交主轴。虽然一

号组合的总统候选人阿尼斯评价

经济外交是“交易型外交”，没

有奉行印尼外交价值理念，但经

济外交仍然符合印尼当下聚焦发

展、推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

历史使命。

在大选前，普拉博沃在印尼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全面阐述了其

外交理念和方略，核心是推动睦

邻友好外交，与邻国搞好关系，

奉行“一千个朋友太少、一个敌

人太多”理念，以经济外交为核

心发展对外关系。同时，在地区

和国际层面，更加积极参与国际

事务，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发

挥更多领导和示范作用。

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世界第一

大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都属于

新兴经济体，两国具有相似的历

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最近

十年中印尼关系的快速发展给两

国人民带来了获得感，也积累了

友好合作的坚实根基，在“后佐

科时代”，中印尼友好关系不会

发生逆转。

不可否认，印尼也是美国

推进“印太战略”的新兴伙伴，

在南海问题上，不排除美国使绊

子和设陷阱，对此我们要保持充

分警惕，做好各种应对预案。普

拉博沃曾多次表示不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后佐科时代”的印尼，具有强

烈民族主义情怀的普拉博沃政府

将进一步强化战略自主，开展多

样化、多边化外交，立足东盟，

面向“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

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造福地

区乃至全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