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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 科莫多……欢迎来到 “千岛之国” 印度尼西亚 （简称印尼）。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2 个主宾国之一， 印尼政府非常重视这一

盛会。 印尼此次共有 36 家公司亮相进口博览会。

近年来 ， 中国在印尼的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 目前 ，

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 ， 也是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 。 除煤炭 、

棕榈油 、 橡胶等大宗商品外 ， 来自印尼的燕窝 、 椰子和咖啡也深受中国

消费者喜爱。

印尼政府希望通过进博会这一国际贸易窗口， 在中国市场更多亮相，

从而进一步提升双方的经贸合作水平， 实现互利共赢。

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迈上新台阶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已在印尼掀起一股热

潮 。 “进博会对印尼非常重要 ，

将进一步提升印尼与中国的经贸

合作水平。” 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

胡特说 ， 他本人也作为印尼总统

佐科·维多多的代表来到上海出席

进博会相关活动 。 “中国人口众

多 ， 市场巨大 ， 举办进博会展示

了中国的自信。”

中国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

场 、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

群体， 消费升级的态势愈发明显，

印尼希望通过进博会这条经贸

“高速路 ”， 搭上与中国市场共同

成长的 “快车”。

这是印尼经济发展的大商机，

500 平方米展区远远不够

史蒂夫是印尼某咖啡品牌全

球营销总监，三年前 ，他所在的公

司就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咖啡 。

目前 ，中国是印尼第一大贸易伙

伴 ，也是印尼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国 。煤炭 、棕榈油 、橡胶 、燕窝 、椰

子 、咖啡 、木雕 、宝石 、虾片等特

产在中国市场非常看好。

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呢？

史蒂夫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进博会。

向世界张开双臂 ， 欢迎世界

各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 这是进

博会传递的友好信号 。 对此 ， 印

尼政府给予高度肯定 。 印尼贸易

部出口发展总司负责人阿尔琳达

说 ： “中国政府让国际社会认识

到 ， 中国不仅希望出口产品 ， 还

希望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 印尼

商会副主席辛塔则表示 ， 进博会

主要针对的是希望向中国出口的

国家 ， 而印尼正是希望扩大对华

出口的国家之一 ， “我们希望能

很好地利用此次机会。”

迎接中国市场的开放 ， 印尼

政府与企业不遗余力 。 印尼政府

派遣大型代表团参展 ， 参展企业

则涵盖旅游业 、 制造业 、 农业等

多个领域 。 卢胡特介绍说 ： “由

于展位有限 ， 印尼只预订到 500

平方米展区 ， 这其实远远不够 。”

除了展示印尼优质商品 ， 印尼代

表团在进博会期间还大力推介印

尼投资机会 ， 利用这一平台吸引

中国的资金和技术。

事实上 ， 印尼和中国产业互

补性很强 。 “印尼有自身独特的

地理优势 、 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巨

大的人口红利， 进博会将进一步促

进两国经贸合作。” 卢胡特介绍说，

中国目前是印尼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之一 ， 中国为印尼带来了先进技

术。 “中国企业在印尼中苏拉威西

省投资的中印合作青山工业园区提

升了印尼矿产品出口附加值， 推动

了印尼镍铁工业发展， 是两国互利

共赢合作的代表项目。” 此次印尼

工商会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有一系

列的合作洽谈， 由进博会带来的溢

出效应值得期待。

中国市场竞争激烈 ， 印尼还
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在不少中国消费者眼里 ， 印

尼产品的知名度不如马来西亚等其

他东南亚国家。 目前， 印尼出口中

国的主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等， 在

对华出口方面还落后于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 新加坡等其他东盟

国家。

以咖啡为例 ， 虽然印尼是全

球四大咖啡生产国之一 ,但在中国

最大的跨境电商零售平台上 ， 月

度销量居前十的四家东盟企业来

自马来西亚和越南 ， 印尼无一家

企业入围。

这可急坏了印尼的厂商们 。

“最近， 就连我们总统都在不遗余

力地通过互联网向中国消费者推

介印尼优质商品。” 印尼商会副会

长辛塔·卡姆达尼说道。 就在不久

前 ， 位于杭州的淘宝大学迎来了

12 位印尼学生， 他们都是来学习

如何做电商的。

中国市场竞争激烈 。 “好酒

不怕巷子深 ” 的说法已不再适

用 ， 宣传和推广是 “眼球经济 ”

的不二法宝 。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中方为印尼等国家扩大对

华出口创造的历史性机遇 ， 我

们真诚希望印尼企业抓住机遇 ，

推广有实力 、 有特色的印尼产

品和服务 ， 促进印尼对华出口 ，

分享中国大市场的盛宴 。 ” 阿尔

琳达直言 ， 希望借助此次进博

会向中国介绍印尼更多领域的优

势产品 ， 比如燕窝 、 棕榈油和机

动车等 ， 同时 ， 也希望重点展示

一些有潜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的产品。

印尼和中国的对接机会很多。

“我们愿意并期待在中国 ‘一带一

路 ’ 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中 ， 深

度挖掘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及协同

效应 ， 为推动中国和印尼企业合

作和深度交流提供必要的支持 ，

促使双方贸易及投资迈上一个新

台阶 ， 共同开启互利共赢之路 ，

为实现中国梦 、 印尼梦积极贡献

力量。” 卢胡特说。

椰林、 海岛， 蓝天、 白云， 音

乐、 冲浪……一提起印尼， 关于浪

漫又悠闲的度假时光的全部遐想不

由浮现眼前。 这个连接太平洋、 印

度洋的 “千岛之国” 拥有热带雨林

自然风光与古老神秘的人文艺术 ，

是浪漫和神秘的代名词。

食物， 总是带着土地的风情和

芬芳， 为了让中国消费者充分感受

到印尼风情， 印尼参展企业在美食

上动足了脑筋。 据悉， 参加进博会

的印尼企业一共有 36 家， 大部分都

带来了印尼的特色美食， 比如水果、

燕窝、 巧克力、 茶叶等。 印尼驻上

海总领事宁乔恩甚至亲自打起了广

告 ： “印尼水果非常好吃 ， 比如

山竹 、 凤梨和香蕉 ， 印尼的香蕉

品质非常好 ， 非常甜 ！ 欢迎大家

来印尼国家展 ， 感受一番不一样

的热带风情 ！”

热带水果搭配精致燕窝
能否满足你的味蕾

说起印尼， 除了热带水果， 燕

窝是不能绕过的一道精致小点。 印

尼位于赤道附近 ， 自然气候优越 ，

十分适合燕类栖息， 这为印尼生产

出品质优良的燕窝提供了环境保障。

目前， 印尼已成为世界最大燕窝生

产国， 全球百分之七十的燕窝均产

自这里。

众多印尼本土燕窝厂家竞争

也很是激烈 ， 这不 ， 带着燕窝来

中国参展的企业一共有 14 家 ， 占

印尼全部参展企业的近四成， 而且

大多数隶属印尼燕窝协会。 以此次

参展的小鸟牌燕窝企业来说， 它拥

有世界上最大的燕屋农场， 所有出

口的燕窝产品都是自己农场生产

的 。 这也是印尼第一家获得向中

国出口正规燕窝加工厂许可证的

企业 ， 并获得许多国际食品安全

认证和证书 。 印尼燕窝作为稀缺

的天然滋补品在中国有着巨大市

场潜力 。

世界上最昂贵的
猫屎咖啡来了

你还记得曾经刷爆朋友圈的麝

香猫咖啡吗？ 这可是世界上最贵的

咖啡之一， 每磅的价格高达几百美

元。 没错， 它也来自印尼， 而且只

能来自印尼！

这一种名为麝香猫的野生动物

最喜欢吃的就是新鲜咖啡豆， 咖啡

豆经过麝香猫胃部的发酵和消化 ，

具有了别样的风味。 虽然， 麝香猫

在中南半岛 、 印度东北部 、 孟加

拉、 不丹、 锡金、 尼泊尔、 克什米

尔地区都有所分布， 但能产出这种

咖啡的， 只有印尼苏门答腊麝香猫。

当然， 不仅仅只有麝香猫咖啡，

印尼还种植了大量的咖啡作物， 其

出产的咖啡种类更是惊人。 不少去

印尼旅游的朋友都会发现， 走进印

尼任何一家超市都会看到满货架的

各式咖啡。

近年来， 咖啡在中国市场已经

从 “高端小资 ” 变成了 “遍地开

花 ”。 “以前中国消费者爱喝咖啡

的不多， 后来大家习惯上了速溶咖

啡， 如今开始追求现磨咖啡， 有的

还挑咖啡豆， 挑品牌， 我们正在经

历咖啡市场井喷式发展的最好时

代， 而参加进博会是我们在中国市

场露面的最好机会。”

不少参展咖啡商直言， 为了服

务中国市场， 他们中的不少甚至把

生产点也布在了中国。 此次参展的

印尼最大咖啡企业火船集团， 去年

就把咖啡项目落户在了嘉兴经济开

发区。

此外， 在印尼国家馆 ，

观众们还可以看到印尼

舞蹈表演 。 喝一杯咖

啡 ， 看一段舞蹈 ， 是

不是仿佛也度过了一

个惬意的假期呢？

吃一口大海的味道

印尼， 地跨赤道， 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 亚洲和
大洋洲交汇处，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印尼拥有大大小
小 1.7 万多座岛屿， 被誉为 “千岛之国”， 其中巴厘岛
最负盛名。

印尼也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 ， 在近 2.64 亿人口
中， 包含大大小小 200 多个种族。

坐落于印尼爪哇岛的婆罗浮屠佛塔是世界知名
佛教遗迹之一， 同时也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 它
始建于公元八世纪的夏连特拉王朝， 高达 32 米，

被四座火山环绕。

数百年前， 婆罗浮屠佛塔在一场地震中受损
严重， 并掩埋于火山灰之下， 直到 20 世纪初 ，

经过一番挖掘才重见天日。 而爪哇岛的 30 多座
火山， 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肥沃的火山灰，

岛民在一季中能收获三次稻米。

中国和印尼历来有着良好的贸易往来 。 中国
已经连续七年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7 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633 亿美元 。 其中 ， 印尼对华
出口增长 30%。 印尼也是中国游客热爱的旅游目
的地， 2017 年到印尼旅行观光的中国游客首次突
破 200 万人次。

古老印尼

神秘印尼

中国和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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