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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雅万高铁项目有助于印尼各岛发展

作者系印尼总统大学国际
关 系 学 助 理 教 授（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at President University,
Indonesia），中文名：赖剑文。

印尼总统佐科维规划的各
项基建工程正在积极推进中，

其中一项工程是连结印尼首都
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雅
万高铁。雅万高铁全长142公
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
一部分，也是印中两国务实合
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铁路
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
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建
设项目，该铁路设计时速350
公里。雅万高铁预计于明年
年中以前通车营运，届时雅加
达到万隆的旅行时间将由现
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
钟。

雅万高铁是印尼乃至东南
亚的第一条高铁，并全面采用
了中国的高铁技术和标准。雅
万高铁标志着中国和印尼致力
于共建印中命运共同体，打造
发展中大国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的典范，共同发展的样板，公
平正义的表率，以及南南合作
的先锋。总统佐科维高度肯定
中印尼双方对接“一带一路”倡

议和“全球海洋支点”的构想，
指示双方有关部门应全力推动
雅万高铁这一基础设施旗舰项
目取得积极进展。

当中国高铁成功达成“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
程序后，我们发现“高铁产业”不
只能为中国在国际市场打响名
号，更在其“一带一路”的政策中
扮演著“建设性”角色。中国在
其内部初步完成四纵四横的高
铁网络后，便开始将高铁项目进
军国际，这也就促成了“高铁外
交”的具体实践。

中国有关学者认为，高铁
外交的开展基于的是一种强调
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中国式
的地缘思想。高铁外交背后所
体现的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
新陆权观,这种新陆权观是以
合作共赢为理念,以地区发展
为目的,以互惠共赢、和平发展
为指导原则。中国式的新陆权
观在吸收西方地缘经济理论中

合理成分的同时，糅合了中国
特色的地缘政治思想,从而形
成的一种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海
陆複合型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高铁外交作为中国“一带
一路”中的重要一环,从战略角
度看,高铁外交在战略思想、目
标以及功能上与“一带一路”既
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也有
自身的战略独特性。高铁外交
战略基于的是共赢主义的全面
开放、合作包容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

对印尼来说高铁的发展将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雅万高铁
所在爪哇岛是印尼第五大岛，
也是印尼人口数量最多、人口
密度最高的岛屿。雅万高铁通
车后，印尼将拥有第一条高铁，
也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拥有高
铁的国家。

印中两国领导人互动频
繁，政治互信高，经贸合作多，
提供了一个大框架下的合作基

础。从项目方案看，中国的建
设方案在资金、技术转让、人才
培训、建设周期、技术能力等方
面均优于其他方案。此外，中
国提出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帮助
印尼培养高铁技术工人。雅万
高铁对于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具
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它对于扩
大中国高铁的国际影响、稳定
供应链合作都具有深远意义。

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中
国高铁凭藉技术先进、安全可
靠、性价比高、兼容性好、运营
经验丰富、建设运营适应性强
等优势，出口海外，受到青睐。
除此之外，其他的“中国建造”
亦将持续助力各国发展，为各
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
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
国建造”走出国门。自“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在印
尼，中国就先后承建了庞卡兰
苏苏火电站、印尼佳蒂格德水

电站、明古鲁火电站、巴丹托
鲁水电站等多个项目。通过
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让沿线国家成为
一个更加紧密的整体。从雅
万铁路来看，“一带一路”项目
以通车为契机，以通道促物
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促
产业，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
促民心相通，据此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建造”、中国
技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带来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长
等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赞誉。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
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的发
展战略高度契合。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
互交融、相互成就。

■ Harryanto Aryodiguno

在两年后第五次大会中，
印尼会计师协会选举由李郭汉
领导的印尼会计原则委员会为
管理层。印尼会计原则委员会
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方法簿记和
报告因1986年印尼盾贬值导
致的亏损，这次贬值对很多企
业造成严重冲击，包括国有企
业（BUMN）——其中一些公司
因为触犯商法（KUHD）第47条
而几乎破产。印尼会计原则委
员会为特定法人实体和多个行
业编写了多项会计特定准则。
其中包括退休金、合作社、亏损
保险、天然气石油、租赁企业
（租赁）、银行业务、林业、矿产
业和电讯业的会计特定准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
化影响日渐显著。印尼资本市
场快速发展，被晾着的上市公
司的数量从24家猛涨至上百
家。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在
印尼设立公司或在雅加达证券
交易所进行证券买卖。1984年
的《印尼会计原则》（PAI）就像

是破烂又不蔽风雨的小屋，在
活力四射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商业活动中无法回应艰巨的挑
战。1984 年版的《印尼会计原
则》（PAI）必须要大作修改，单
靠拼凑修订是不足够的（Karti-
kahadi，2010）。

在李郭汉的建议下，印尼
会计原则委员会在1991年12
月16日至17日在雅加达的婆
罗浮屠酒店（Hotel Borobudur）
弗洛勒斯厅（Flores Room）举行
了全国性财务会计准则研讨会
（Seminar Nasional Prinsip
Akuntansi Keuangan），主题为

“印度尼西亚会计准则在长期
发展的第二阶段中的作用”。
该研讨会推动编写被称为“财
务会计准则（Standar Akun-
tansi Keuangan，简称SAK）”的

新版会计标准和原则。参考了
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
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简称IASC）制定的
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简 称
IAS）。在此基础上，印尼会计
原则-印尼会计协会（Prinsip
Akuntansi Indonesia-Ikatan
Akuntan Indonesia， 简 称
PAI-IAI）委员会编写了《财务
会计准则》（SAK）并于1994年
10月在万隆举行的印尼会计协
会第七届大会上获得通过。

事实证明这项决定是正确
的。原因是现在大部分国家包
括美国都积极向由国际会计准
则 理 事 会（International Ac-
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制定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

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IFRS）靠拢，取
代《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
准则委员会是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的前身，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由此发展而
来。如此一来，在财务会计准
则的发展中，印尼位列前茅。

印尼会计师协会财务会计
准则理事会（Dewan Standar
Akuntansi Keuangan Ikatan
Akuntan Indonesia，简称DSAK
IAI）随后继续完善《财务会计准
则》。

多位华族会计师对各种会
计准则的编写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陈中源（Jan Hoesada，中文
名Tan Tiong Goan）对《非公共
会计企业会计准则》（Standar

Akuntansi Keuangan Entitas
Tanpa Akuntabilitas Publik，简
称SAKETAP）和《政府会计准
则》（Standar Akuntansi Pemer-
intah）的编写起到重要作用。

多位华族会计师对《会计
审计规范》（Norma Pemerik-
saan Akuntan，简称NPA）的编
写作出重要贡献。随后《会计
审计规范》修改为《注册会计师
专业准则》（Standar Profession-
al Akuntan Publik， 简 称
SPAP）。《注册会计师专业准则》
是注册会计师从事注册会计专
业业务，特别是进行审计时的
指南。这些华人会计师是施明
达（Basuki T.Siddharta），约翰
内·S·尤沃诺（Johannes S. Ju-
wono），鲁斯迪·达尔约诺（Rus-
dy Daryono），保罗·哈迪维纳塔

（Paul Hadiwinata），V.J.H.温塔
兰（V.J.H.Boentaran），阿迪·伯
拉 诺 托·雷 曼（Adi Pranoto
Lehman）和佐汉·宾纳万（Djo-
han Pinnarwan）。

当印尼遭遇1997年金融
危机时，作为印尼会计原则委
员会（Komite PAI）的继任者，财
务会计准则委员会（Komite
SAK）发布第四号财务会计准则
解 释 （Interpretasi Standar
Akuntansi Keuangan No 4，
ISAK 4）以补充汇兑损益的会
计编制，并且为在当时混乱的
全球商业环境中急切等待的会
计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和行为规
范。这项决策是在林福良（Ju-
suf Halim，中文名Lim Hok Li-
ang）领导下实行的。

事实再一次证明，会计师
和会计制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
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
本篇未完待续）

国家建设时期的华人会计师 （4）

东盟不愿意“总是接受帮助”

上个月，欧盟在对印尼禁
止镍矿出口而向世贸组织
(WTO)投诉的裁决中获胜，但
印尼为争取本国权益决定继续
上诉。欧盟又以“破坏森林环
境”为由，全面抵制印尼生产的
棕油及生物柴油(biodesel)，使
双方的经贸关系持续恶化，跌
入了迷雾的低谷。

然而，为了国家荣誉，佐科
维总统仍然飞往欧洲。《爪哇邮
报》(JawaPos.com)报道，总统于
13日飞抵比利时(Belgia)布鲁
塞尔(Brussels)，参加东盟-欧盟
领导人峰会，纪念东盟与欧洲
建立伙伴关系45周年。去年，
双边贸易总量已达2689亿美
元。

总统表明，东盟与欧盟的
贸易总量排在中国、美国之后，
位列第三。而欧盟对东盟的外
商直接投资高达260亿美元，
仅次于中国在东盟各国的投
资。诚然，良好的经贸关系必
须维系好，“为继续提升东盟与
欧盟的合作联系，印尼当然愿
意增多与欧盟国家的商贸来
往，也希望来自欧盟国家的企
业，能加大在印尼投资建厂的
力度。”总统高瞻远瞩、精辟入
理、自强奋发的讲话，迅速被世
界各主流媒体所报道及评析。

《罗盘网》(KOMPAS.Com)
于14日称，在参与布鲁塞尔的
东盟-欧盟领导人高峰会议的
空档，总统也将与四国的领导
人举行双边会谈(bilateral)，包
括比利时国王、捷克总理、瑞典
总理及荷兰总理，佐科维总统
将提到关于欧盟所采取的歧视
性措施，对印尼的矿产及棕油
制成品出口造成很大的伤害。会
后，总统将于当天晚上回返印尼。

12月14日晚上，东盟与欧
盟为纪念建立伙伴关系45周

年举办的首次领导人峰会发表
“联合声明”，重申东盟和欧盟
是在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
地区拥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
伴，重申尊重和促进包括《联合
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对于维
护和平、促进和保护人权自由；
重申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希望双方能发展为战略伙
伴关系。

声明传递欧盟的观点：“印
太地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
区，拥有各种增长机会，只有尊
重国际法才能充分释放这些机
会。”“我们都认为印太地区也
是一个安全挑战。在此背景
下，我们致力于根据我们各自
印太战略的相关共同基本原则
加强合作。”

国际舆论认为，在两大区
域组织的首次峰会上，双方承
诺进行经贸合作；但在政治声
明上出现“紧张”，尤其在俄乌
冲突问题上，此次峰会并未达
到欧盟预期的成果。

《路透社》15日报道，峰会
期间双方成员国讨论潜在的合
作领域，涉及投资与贸易、绿色
能源、数字化转型及公共卫
生。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
将于5年内总共对东盟国家投
资100亿欧元，用于各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是绿色能源
和互联互通。

《南华早报》称，100亿欧元
的投资计划是欧盟去年“全球
门户计划”中的一部分。说实
话，该笔投资还不到东盟国家
经济增速所需的1%，只能说是
杯水车薪。东盟期待区域间的
自由贸易协定，但欧盟却仍坚
持与各国进行“大欺小”的双边
贸易。东盟不寻求施舍，不想
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欧盟的

“君临姿态”让东盟感到怨愤。
柬埔寨首相洪森直言：“东

盟对‘总是接受帮助’不感兴
趣。”“我们需要看到这两个地
区经济的互补性。”菲律宾总统
马科斯称，东盟对卷入地缘政

治不兴趣，“我们拒绝回到冷战
时期，反对必须根据与哪个超
级大国结盟来选择立场”。东
盟“致力于亚太地区的未来应
该由‘亚太国家’而不是地区以
外的任何大国决定的想法。”

《南华早报》评论，欧盟试
图让东盟加入解决地缘政治问
题的努力最终证明是失败的。
路透社称，声明中写明“对于局
势和制裁，存在其他观点和不
同评估”。爱沙尼亚总理卡娅·
卡拉斯认为，东盟与乌克兰的
距离，意味着其不会对谴责俄
罗斯感兴趣。

东盟致力于重塑和巩固
“中心地位”，通过“2025愿景”
描绘东盟对在世界事务角色的
期待。随着东盟崛起，很大程
度已成为能与欧盟比拟的“战
略中间人”。作为关键的力量，
若能坚持战略自主和多边主
义，将成为大国“战略竞争”下
的重要平衡因素，以弥合美西
方推动“筑墙脱钩”所带来的两
极分化，推动全球治理平稳发展。

在本次东盟-欧盟峰会中，
人权、价值观、规则与标准等挑
战性的因素得到更多的关注，
但这些并非一次峰会就能解决
的。此外，欧盟与印尼在镍、锡
矿出口，与印马在棕油出口等
议题上矛盾纠结，欧盟应该对
新兴国家发展工业的努力给予
理解和支持。

推动东盟-欧盟合作，需要
战略视野，也需要微观视角；应
该把握主流，又要看清变化；必
须客观看待，又需要主观重
视。欧盟是否把东盟当成平等
的“贸易伙伴”看待？

正如《印尼CNN网》援引
总统12月2日的信念：“倘若我
们的锂电池成功，我们不必到
处招商，外资企业将自行来到
这里，因为生态系统的大环境
在印尼。”当然，印尼立志要成
为新兴国家，西方再也不能仍
把东南亚当成需要“接受帮助”
的地区了。

■ 本报评论员：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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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阿首脑峰会
中阿峰会富油湾，
战略协同意斐然。
经政格局瞬万变，
华钞国际中三元。
整合碎片兴欧亚，
打破美元抱金砖。
带路情缘丝路种，
海合跃入上合船。
中国：童行早题诗

古地神龙绕海湾，
千秋大业屹巍然。
中阿合作双边利，
欧美专横独上元。
厌恶撒人抽血汗，
喜迎华夏拓煤砖。
同歌盛世拒强道，
破浪扬帆稳舵船。
棉兰：廖世敬唱和

中阿峰会里程碑，
开创新天突袭围。
伙伴联盟方位展，
双赢合作显雄威。
东明西暗华成长，
北伐南征美陷危。
上合金砖好榜样，
山重水复见蕤葳。
棉兰：田心唱和

高规沙国迎宾礼,
首届中阿峰会启。
拓展富丰多领域，
双边巩固稳萌基。
习总扩大途程旅，
国事专防海合区。
拢络互通油产国，
能源伙伴议重题。
棉兰：凌云雁唱和

中阿峰会事冲天，

一带推移一路钱。
人币计油更化算，
美元脱钩无机缘。
自由贸易双边愿，
数字金融额倍添。
八大共同行动体，
繁荣经济世绵延。
棉兰：孙国静唱和

海湾天赐矿煤田,
强盗觊觎石油源。
沙国易弦东拢靠，
中阿峰会首轮圆。
精诚合作双边惠，
国库充盈洭款添，
举足轻重环三会，
中东习大赋新篇。
棉兰：黄升榕唱和

石油民币诞生中，
改写全球格局红。
气数霸权应不远，
西方无水不朝东。
棉兰：许菁栽唱和

机群卫护礼炮恭，
沙特王国迎习总。
中阿峰会换新天，
互助双赢蔚成风。
巴厘:容仙翁唱和

中阿峰会创诗篇，
元首言欢谋略宣。
联手伊斯兰世界，
霸权衰败正当前。
巴厘：意如香唱和

峰会成功倍有声，
岂容豺虎久横行。
中阿携手唱衰美，
操纵石油理抗衡。

棉兰：寒松子唱和
中阿结盟写新章，
峰会成功美帝慌。
打脸石油专利害，
巨龙抬首慑西方。
棉兰：邓喜来唱和

中阿本属文明邦，
元首会峰更溢香。
使用人民币可靠,
专发美国钞戳上。
千秋大业中华路,
万亩油田沙特场。
习总专机送盛意,
红昙贵友辞长强。
占碑:郭春明唱和

中阿峰会首召开，
厚礼迎习总到来。
百项协同签合作，
千行带路利双宏。
石油贸易弃美元，
世界流通金币远。
文化交流学汉字，
航天训练气如虹。
万隆：文苗唱和

飞沙之地聚油田，
世界枭雄掌霸权。
历代大食遵祖训，
千年古国缔良缘。
丝绸之路欣重建，
经济开通美景前。
贸易投资诚合作，
中阿峰会创新篇。
雅加达：苏歌唱和

中阿峰会正当时，
合作论坛达共识。
平等双赢齐守望，
和谐联手互携提。

宏图大志始终贯，
友谊结盟无尽期。
命运体同新时代，
千秋伟业紧相依。
巴厘：许巧云唱和

中阿峰会破天荒，
战略提升益海湾。
世界风云多变化，
龙邦屹立傲东方。
万隆：陈星唱和

中阿首届高峰会，
沙特高观伴机航。
创展繁荣沙漠地，
推移现代市容光。
宽宏合作双赢利，
霸道横行万民殃。
拢络互通油产国，
英明习大赋新章。
棉兰：文平唱和

峰会中沙首届开，
习总出席中东来。
迎宾军礼盟兄忌，
悔失白宫石油财。
合作能源呈艳采，
倡同丝路复新栽。
汉文纳入课程段，
慧眼识清主导才。
棉兰：雁儿唱和

古道驼铃奏妙音，
渊源友谊谱双赢。
中阿构建共同体，
五眼联盟崩溃临。
美帝百年全世侵，
炎黄万载自耕耘。
开通贸易新途径，
结算原油弃美金。
北干：李庭蓁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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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卡帝卡哈迪（Hans Kartikahadi）

(唱和诗)

漫
画

王
锦
松

冬至吉祥喜洋洋，
欢天喜地揉汤圆，
大人小孩围炉夜，
谈笑风生福无边。
雪去卉来迎新春，
增添岁月蝶翩翩，
鸟语花香百事兴，
共享天伦乐万千。

冬至迎春
雅加达：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