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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中国经济状况
确实不容乐观。中国财政部
本年六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
速已连续第十二个月放缓。
而且进出口连续两个月出现
负增长，降幅明显扩大。这凸
显了国家疫情防控，特别是上
海封城两个月对经济的重大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
幅下降。预计将从2021年的
8.1%放缓至4.3%。”“今年前
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了4.8%，低于官方5.5%的
年度目标。“经济增长放缓也
引发了其他问题。就在高校
应届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
1100万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
率已经达到了18.2%。此外，

许多听到李克强讲话的官员
私下表示，总理对当前局势的
判断比官方媒体报道的要严
重。根据泄露出的消息显示，
李克强认为当前经济工作的
核心是避免负增长和扭转失
业率急剧上升的趋势。但是，
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比
病毒爆发初期还要糟糕，那么
经济显然将继续处于负面状
态。

此外，根据互联网上的各
种消息显示，自去年以来，中
国各地均下调了公务员的收
入。中国不是现在才进入这
种经济困境，而是在疫情爆发
前的2015年就面临经济增速
放缓的压力。中国有一个词
叫做“新常态”。“新常态”意味
着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但经
济的衰退究竟会滑到哪里
去？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最主
要的问题是不断攀升的失业
率。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约
为 18%至 20%，并将持续上
升。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
经济现状的评估难称乐观。

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影响
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 印度
尼西亚的经济状况如何？

目前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全球，其中当然包括东南亚。
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国家的实
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重大
影响，多个国家的股市和外汇
市场波动剧烈;GDP增长亦预
期下调。

对东南亚国家而言，外国
直接投资的流入将在短期内

受到重大影响。产业链传导
及相关因素将对东南亚国家
造成冲击。东南亚国家中，受
新疫情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和
泰国。此外，疫情带来的市场
波动将影响银行的运营。对
于印尼来说，新冠疫情的爆发
对印尼经济造成了沉重打
击。2020 年，印尼 GDP 萎缩
2.1%，为 20 年来首次衰退。
虽然防疫措施对于控制病毒
传播很重要，但它们将不可避
免地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
除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外，工厂
和商店的关闭也扰乱了供应
链和商业活动。

随着确诊病例数的下降，
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
从8月起逐步恢复。印尼本
年度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
仍可抱持乐观。目前，印尼
GDP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中国一直是印尼重要的贸易
和投资伙伴。印度尼西亚的
许多行业都需要中国的投资，
例如基础设施、金属、水资源
和能源领域，以及信息技术产
业。

如果我们回顾 Covid-19
初期可知，中国政府进行的处
理实际上是有效的。除此之
外，应对前一波德尔塔变体
时，“动态清零”政策在有效防
控疫情的同时，对经济没有造
成太大的消极影响。加之日
前，中国政府已经对奥密克戎
变种病毒逐步放松管控措
施。可以预期，中国在经济方
面的表现将逐步回升，这对印

度尼西亚来说是一个利好消
息。

当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时，
印尼获得了许多积极的好
处。从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单边进
口值增长了 70.6%，达到 565
亿美元。这一增长率是中国
对其他国家中最高的。因此，
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印尼也可
能受到影响。对印尼来说，贸
易出口到中国占据主导地
位。中国控制着印尼的战略
出口商品，如煤炭和棕榈油。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
正在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格
局。有一种理论认为国际社
会的权力天平正从西向东转
移。即便许多国际关系学者
都说不会发生，但大多数人说
它已经发生了。在我看来，它
正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全
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
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例如，美
国干预香港的危机，这是因为
美国害怕中国的威权模式对
民主阵营构成威胁。美国还
试图将其力量再投入亚太地
区，以平衡来自中国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如果中国出现内
部危机，我们必须立即警惕俄
乌战争在中国周边翻版重
演。俄乌战争已经使得欧洲
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失去控
制。目前东南亚的许多国家
都过于依赖中国。

目前中国能做的是：首先，
防止金融冲击，尤其要避免以
美国为首的这一轮货币放行。

有人估计，美国将无限期地继
续投资7万亿美元。如此庞大
的资金涌向中国，将对中国资
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加
强逆周期调控。金融市场应积
极进行逆周期调整。疫情带来
的困难是暂时的。中国政府
要瞄准中国经济平稳长期发
展的方向，瞄准下一个经济
周期的爆发点和关键点，提
前布局金融支持的方向。三
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进一步畅通传导机制，解决
中小企业贷款难长期存在且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形成信
用评价体系，利用互联网快
速申请。四是从结构上调整
供给方式。建立满足多层次
消费需求的新型金融供给体
系。比如现在银行网点数量
明显减少，小微企业的业务
要由与之匹配的小银行办
理。假设大型银行使用大数
据和低价来覆盖小微金融服
务。在这种情况下，将形成新
的垄断，建立一个与供需系统
相匹配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小
银行要重点服务小微企业。

能源安全同样也是中国
政府应当积极投入的，这有几
个原因。第一，煤电约占中国
电力的 70%，但燃料投资不
足。第二，出于环境保护的目
的，中国政府正在慢慢关闭煤
矿和燃煤电厂（PLTU）。第
三，中国的国内供应来自山
西、陕西和内蒙古三省。然
而，很多事情使产煤区的供应
运行不顺畅。例如，在内蒙

古，去年启动了新煤炭行业的
反腐运动，与此同时，在陕西
关闭了矿山，中国的全国运动
会促使地方政府寻求创造一
个“安全与和平”的形象。更
不用说最近袭击该地区的洪
水了。暴雨和洪水袭击了山
西和陕西的煤矿。暴雨迫使
该省60个煤矿关闭，减少了
四分之一的“黑金”产量。政
策重叠的问题也是另一个原
因。今年，中国加大了对不
符合安全准则的矿工的处罚
力度，阻止新的煤炭老板扩
大生产。另一项指令与中央
政府减少环境不友好能源的
消耗和强度的战略有关。各
省最终通过限制对高能耗发
电厂的融资来实现这一目
标。对未能实现目标的地
区，通过配给用电来应对。
这也伴随着煤炭价格开始上
涨，以及其他大陆（即欧洲）
天然气能源的稀缺。飙升的
天然气价格和低数量使煤炭
被吊起来。国内供应占中国
煤炭消费量的90%，但进口中
断的影响很大。另一个问题
是与中国煤炭来源澳大利亚
的争端 ，以及随后的 Cov-
id-19。上述因素都将对中国
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的长期稳
定发展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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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启通往中东的大门
自从准备参加在印尼举

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中国显
然加快、加大了外交的步伐。
12月7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应
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
邀请，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出
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
会、中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
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
问。

习近平抵达利雅得哈立
德国王机场时，受到沙方隆重
欢迎。鸣放21响礼炮，礼宾
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
的红黄两色彩带，礼兵分列紫
地毯两侧，中沙两国国旗迎风
飘扬。

习主席发表书面讲话，中
沙建交32年来，双方战略互
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特别是2016年两
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引领中沙关系取得长足发
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
力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和繁
荣发展。“我期待出席首届中
阿拉峰会……同阿拉伯国家
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一道，推
动中阿、中海关系迈上新台
阶。”

《新华社》利雅得12月 7
日消息，“阿拉伯国家各界人
士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的到
来，认为此行对中阿关系具有
里程碑式重要意义，为携手构
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
同体注入新动力。习近平主

席的中东之行备受瞩目。”也
让内部逐渐失调的西方加深
了忧虑。

2016 年，习主席出访沙
特，两国元首将双边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双
方元首亲自擘画和推动下，中
沙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
合作不断拓展，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协调配合，在联合国、
金砖+、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
集团等多边平台上沟通合作，
在应对新冠疫情、全球气候变
化等重大挑战中同声相和、守
望相助，展示和谐的正能量。

走进沙特，中国元素早已
深入百姓生活和国家建设中，
在首都利雅得从机场通往市
中心的路上，中国企业的广告
牌格外醒目。中国品牌在这
里设立海外旗舰店、发布新产
品，备受消费者青睐。中方运
营的轻轨服务2000万人次的
麦加朝觐之旅。中文被纳入
沙特教育界的课程中。一系
列项目推进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的战
略对接。

“独行快，众行远。”习主
席曾引用这句阿拉伯谚语，道
出中阿携手同行的真谛。此
访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共商
发展大计，将推动构建面向新
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迈出
坚实步伐。自2014年首次提
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以来，阿拉伯国家反
响热烈，双方达成积极共识。
2018年，中阿建立全面合作、

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
球安全倡议，也获得渴望和平
发展的阿拉伯国家广泛认同
和积极参与。

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阿拉
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
年中阿贸易额达到3303亿美
元，同比增长约37%，比10年
前增长 1.5 倍。中国已同 20
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签署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实施
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惠及
双方20亿人民，合作成果丰
硕。

截至今年6月，中国共向
17个阿拉伯国家运送3.3亿剂
新冠疫苗。阿拉伯国家中设有
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有230余
所，在13个阿拉伯国家设20所
孔子学院及4个孔子课堂。

中国速度、中国技术在阿
拉伯世界推动经济、造福民

生、创造就业、培育人才。袁
隆平院士的“海水稻”在阿联
酋试种成功。一个个“中国建
造”“中国制造”的重点项目印
上卡塔尔、阿尔及利亚、苏丹、
科威特等国家的货币，更是中
阿务实合作的生动写照。

然而，西方却将中阿合作
抹黑为“不利于国际秩序”，拜
登总统更以“世界霸主”的陋
习予取予求，还脱口称阿拉伯
人为“X民”，怎么能获得中东
各国领袖及人民的尊重呢？

世界已进入新一轮动荡
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
有的挑战。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同为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
同为国际舞台上重要政治力
量。在世界发展进步的浪潮
中，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加强合作、携手前
行，不再被落伍的“西方霸权”
所支配。

著名评论员杨风 6 日在
其“风云天下”平台发表题为
《北京引领中东变局》的谈话，

美国和北约辛辛苦苦在中东
打了两场战争，中国却“搭便
车”于战后谈经贸、抢工程，在
去年3月和伊朗签署为期25
年的能源“战略协议”，还以本
币结算，让石油美元开始破
局。

美国自从成功开采页岩油
后，一跃成为能源出口国，开始
不太重视中东了，甚至屡次逼
迫沙特作出损害本国利益的措
施，加深了双方的矛盾。而俄
乌爆发军事冲突后，在西方围
堵制裁的压力下，俄罗斯更须
倚重为数不多的友邦，建立“中
俄伊联线”争取中东支持，与美
国、北约的势力相抗衡，而海湾
国家当然也希望区域局势平
稳，经济逐步好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自古就
有经贸来往、文化交流，“丝绸
之路”是历史上辉煌的纽带。
而今习主席带着平等的诚意、
互惠的合作，当然得到中东各
国的响应，“开大门”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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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经济学家 ——戴建伟（2）

马克森修斯·德利·桑博多（MAXENSIUS TRI SAMBODO）

他一一兑现对印尼科学
发展和研究许下的高度承诺，
也因此他荣获许多政府的表
彰。在全国性乃至国际论坛
上，他对提高印尼科学研究院
美誉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
的。2002年 8月他荣获了政
府颁发的最高级别功勋章，乌
塔玛功勋章（Bintang Jasa Uta-
ma）和纳拉尔亚功勋章（Bin-
tang Jasa Nararya）。还有其它
含金量很高的奖项，例如2006
年 的 哈 比 比 奖（Habibie
Award），2008年印尼科学研究
院奖励有功科学家的萨沃诺·
帕 拉 维 洛 哈 佐 奖（Sarwono

Prawiroharjo Award）和2008年
度奖励经济领域权威学者的
罗盘奖（Kompas Award）。

戴建伟主要研究经济方
面的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
工业问题、投资问题、技术转
让问题以及中小企业问题，但
是他注意印尼经济发展史。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副
校 长 兰 楚 波 澳（Lan Chubb
AO）在2004年12月在颁发荣
誉文学博士（Gelar Doctor of
Letters, Honoris Causa）衔头给
戴建伟的开幕式致辞中说：

“他为保持印尼经济史学科的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戴建伟最后的一本书是
2012年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
院（Southeast Asian Studies，简
称 ISEAS）出版的《印尼独立
后 的 经 济 史 》（Indonesia's
Economy Since Indepen-
dence），研究的主题是经济
史。戴建伟一直坚持将过去
的经济发展史与当今时代的
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得出经
验，这是他所作的书的一大亮
点。例如《印尼独立后的经济
史》中的一章，对于印尼在
2025年或2030年发展定位他
描绘出两种可能性，即像澳大
利亚一样能够有效利用丰富

资源的发达国家，或者成为阿
根廷一样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盛行，行业效率低下，虽然资
源丰富但尚未到达发达国家
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他有一本与霍华德·迪克
（Howard Dick）、文森特·豪本
（Vincent Houben）和托马斯·
J·林布拉德（Thomas J Lin-
blad）共同编撰的书，《国民经
济的出现：1800-2000的印尼
经济史》，这本书在2002年由
艾伦&安文公司（Allen & Un-
win）和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
勒比研究所（KITLV Press）合
作出版，还得到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ANU）的高度赞赏。对
于评书人来说，这本书被认为
是印度尼西亚经济史方面的
必读书。在这本书中，有一章

标题叫《1966-2000年后苏哈托
时代：稳定、发展和危机并存》
（The Soeharto Era and After:
St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ri-
sis, 1966-2000）。戴建伟在小
结部分总结道，要想实现印尼经
济的复苏及高速增长，需要公平
公正和持久友善的环境，不能单
靠有效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
此外，也需要有能保证实施良好
治理的机构，提高人们的民主意
识和社会包容性。

除了科学领域，戴建伟在
经济政策制定方面也有很重
要的贡献。穆罕默德·萨德利
（Mohammad Sadli） （2000:
5-11）曾经说过，戴建伟的一
个对比台湾，韩国和印尼中小
企业业绩的微观研究，对较大
的团体，即政府内部的经济学

家来说，是一次关键的补充。
印尼科学研究院的院长

卢克曼·哈金（Lukman Hakim）
在悼念戴建伟时说道，“戴建
伟对印尼科学研究院从一而
终，从未被外界诱惑。”哈尔·
希尔（Hal Hill）也表示“他是
少数能坚持民族主义和国际
主义相结合的人”，赞赏戴建
伟的忠心使印尼科学研究院
在世界上享有美誉。戴建伟
在研究结束后有机会选择在
国外生活，但他并没有这样
做。阿恩特（Arndt）也表示，
戴建伟一直以自己是印尼人
为荣，同时戴建伟也是一名才
智过人的科学家。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完）

地震又袭西爪哇 林越

西爪哇展玉县 11 月 21 日中午发生里氏 5.6 级地震，破坏力度甚大；还持续百余次余

震。据报322人罹难，千余人受伤，数万人迁移。当地某团伙的“不宽容”，遭人诟病。12月

3日下午5时许，展玉东邻的牙律县(Garut)又发生6.4级地震，连万隆、斗旺地区都有震感；

所幸震央较深，破坏力不大，但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未公布。有感而记：

中文名：赖剑文。Assis-
tant Professor at IRSP（总统大
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江春书法作品
自作诗·宜兴珍味
玉卷新烹焦酥黄，
草汁浸染乌饭香。
出水银鱼鲜嫩白，
故乡珍味淳且长。

周前震灾撼展玉 ，
死伤惨重 如人间炼狱 ；
激进狂徒不宽容 ，
设卡刁难 增无数悲绪 。

地裂路陷 断墙颓墟 ，
惊闻震央转牙律 ；

愁雾蔽日 悲声嗟吁 ，
西爪命运何崎岖 ？

各界救助不离不屈 ，
民心齐 重担鼎力举 ；
兄弟族群同舟风雨 ，
团结起 盛名传寰宇 ！

和谐多元化 国家程序 ，
依法协调顾大局 ；
碧海不扬波 青山葱郁 ，
南洋腾跃千里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