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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而印尼旺盛的能源需求和落后的

基础设施状况给中资企业投资印尼能源建设带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风险。根据 PEST 模型对印尼电力能建投资市场

外部宏观环境的分析结果，提出应对策略，有利于中资企业投资活动的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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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in China and "Global Maritime Axis" in Indonesia
are closely matched，and the booming energy demand and the poor infrastructure in Indonesia have brought a new round of op-
portunitie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macroscopic environment of Indonesia power
energ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market based on PEST model，the proposed strategies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guide the Chi-
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the power energy construction market i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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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以下简称印尼) 国土面积

为 1 913 578． 68 km2，人口 2． 58 亿，是仅次于中国、
印度、美国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与巴布亚新

几内亚、东帝汶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相接，由约 17 508
个岛屿组成，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最大

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也是多火山多

地震的国家，面积较大的岛屿有加里曼丹岛、苏门答

腊岛、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印尼有 100
个民族，其中爪哇族人口占 45%，巽他族 14%，马都

拉族 7． 5%，马来族 7． 5%，其他 26%。印尼是东盟

创立国之一，不仅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更是 20
国集团成员国［1］。印尼自公元 7 世纪起便是重要的

贸易区，有着丰盛的石油资源，现今也是东南亚地区

最大的能源生产及消费国。印尼作为备受瞩目的新

兴发展中国家有着旺盛的能源需求，而其落后的基础

设施状况也给印尼能源建设市场培育了肥沃的土

壤［2］。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推进，印尼这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发掘出了更多的潜力。
PEST 分析模型即宏观环境分析模型，针对研

究对象从 4 个关键方面进行分析: P 指政治环境

( political factors) ; E 指经济环境( economic factors) ;

S 指社会文化环境(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 T 指

技术环境 ( technological Factors ) 。通过运用 PEST
分析模型对印尼电力能源投资市场的外部宏观环境

进行分析，有利于中资企业运用有限的资源积极应

对外部环境的状况并把握变化趋势; 有利于中资企

业在进入市场和长期生存发展中选择应对策略，及

早规避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威胁，最大程度获得投

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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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ST 分析

1． 1 政治环境

1) 印尼国家政策

印尼自 2014 年底佐科政府掌权以来发布了一

系列促进生产、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其中《印尼政

府 2015—2019 年中期改革日程和经济发展规划》就

包含了新增电力装机容量 35 000 MW。规划中燃煤

电站装机容量占比 55． 92%，燃气和联合循环电站

占比 37． 30%，其他类型占 6． 72%。电站项目总计

规划 109 个，其中约 70%的份额计划由 IPP( 独立电

力生产商) 投资建设，总装机 25 904 MW，项目数 74

个，余下部分由 PLN(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自己投资

建设，另外还配套规划建设输电线路约 46 000 km。

截至 2017 年，“35 000 MW 电力规划”已完成容量占

比 47%，剩余份额预计到 2024 年可全部完成。而

截至 2018 年，印尼电气化率已达到 98． 3%，预计

2019 年将实现全面电气化的目标。

佐科政府对印尼能源产业发展十分看重，除了

“35 000 MW 电力规划”之外，其还在爪哇岛之外设

立了多个经济特区，以促进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其

中 2017 年于苏门答腊岛亚齐省设立的阿伦洛司马

威经济特区就突出了能源加工业务。另外，印尼政

府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和各地区资源分布特点制定了

重点发展六大“区域综合经济走廊”政策，其中苏门

答腊走廊 － 能源储备、自然资源生产与处理中心和

加里曼丹走廊 － 矿业和能源储备生产与加工中心，

这两大经济走廊都着重发展能源矿务产业，充分体

现了能源行业对印尼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 与中国的政策合作

中资企业在印尼能源市场上耕耘已久，自 20 世

纪 70 年代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恢复后，两国之间能

源合作规模逐步扩大，而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为很多中资企业进军

印尼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2017 年第五届

中 － 印尼能源论坛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

源局与印度尼西亚能源矿产部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更突显了两国能源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

强。另外，由于印尼政府财政和其国有银行的资金

限制，且佐科政府不再愿意提供担保，这为中资金融

机构参与能源项目信贷业务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

中资企业占领能源投资市场带来机会。
3) 印尼政策变动风险

国家政策法令的战略性、稳定性是保证国家经

济保持增长的重要支撑，而印尼国家政策法令相对

变动频繁，部分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有冲突和矛盾

之处，这必然会动摇或打击投资商的热情和信心。

例如 2014 年印尼出台原矿石出口禁令，禁止出口一

切原矿，并不断上调金属精矿出口关税。这一政策

出台迫使矿产投资商必须在印尼当地建设精炼加工

厂，但由于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水平，矿产投资商

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进行投入，极大影响了企业收

益，因而很多企业选择了减产或者暂停部分业务。
4) 腐败问题严重

根据国际从事反腐败研究的非政府组织“透明

国际”发布的 2018 年全球清廉指数，印尼的得分从

2017 年的 37 分上升至 38 分，腐败情况已有所改

善，但从全球来看印尼依然是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自苏哈托政府开始，腐败问题逐步在印尼

的立法、司法、行政各个机构蔓延，虽然过去几十年

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但腐败成风已经渗

透到印尼官僚系统的各个层面，涉及政治家族、军人

集团以及政府部门等多方势力，这无疑会威胁到印

尼的社会政治稳定［3］。而中资企业在印尼开展投

资活动也常疲于应付其相关行政机构和垄断企业官

僚的行事作风、频繁的索贿行为、低下的工作效率和

轻视的服务态度，这也必将影响到中资企业在印尼

投资的积极性［4］。
1． 2 经济环境

1) 印尼国家经济形式总体向好

印尼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和对能源矿务

建设的加重力度是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

力。根据世界银行对印尼 2019 年的经济发展发出

的预估增长率，世行认为印尼 2018 年的经济增长率

约达 5． 2%。据印尼经济统筹部的数据显示，2018

年印尼国家收支预算案的落实将超出原定的全年指

标，截至 2018 年年底的其国家收入预计为 1936 万

亿盾，或超过 2018 年国家收支预算案列定的 1894

万亿盾指标，这是印尼国家收入首次超过国家收支

预算案所制定的指标。而从印尼能矿部电力总司设

定的电力投资指标来看，2019 年设定投资额为 1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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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包括 PLN 和 IPP 等投资) ，虽较去年实际投

资额 122 亿美元略低，但投资数额依然可观，电力能

源建设在印尼经济发展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2) 电力市场需求潜力大

印尼是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每年人口增长率

高达 1． 06%，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

从印尼国家建设部的数据来看，目前印尼人均电力

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低于邻国马来西亚，仅为马来

西亚的 1 /4。2017 年印尼人均电力消费 1012 kWh，

而邻国马来西亚 2016 年已达到 4460 kWh。均衡电

力供应依然是印尼电力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针对

偏远地区。

截至 2015 年年底，印尼全国电力装机容量总计

45 587 MW，其中 PLN 约占 86%，IPP 约占 14%。而

根据 ＲUPTL 2018—2027 的统计，截至 2017 年年底，

印尼全国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54 557． 9 MW; 预估到

2020 年印尼电力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73 151． 9 MW。

从地域分布上看，印尼地区之间的电力发展极不平

衡，爪哇岛约占全国装机容量的 74． 2%，苏门答腊

岛约占 16． 7%，其余地区约占 9． 1%［5］。从供需关

系上看，印尼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除

苏拉威西岛的装机容量基本满足当地负荷需求外，

其余地区均处于电力紧缺状态。从配套设施上看，

因受制于客观地理环境，印尼还未形成统一的电网

系统，除了全国最大的电网爪哇—巴厘—马都拉电

网以及加速建设中的苏门答腊岛电网外，印尼其他

地区基本都是小型电网或是电站孤立辐射周边供

电，整体电网系统都比较落后。而“35 000 MW 电站

项目”的 46 831 km 配套电网，截至 2017 年已完成

建设并投入使用的电网达 6819 km，占比仅 15%，待

建余量依然很大。
3) 印尼新能源发展势头良好

积极开发绿色低碳的清洁能源已是全球化的趋

势，印尼作为东南亚的能源大国也必将顺应全球能

源行业的发展。印尼有着丰富的地热能、太阳能、风
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储备，作为全球第一大地热能储

藏国，地热发电是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
2017 年印尼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国家电力供应中占

12． 62%，比年初既定目标将近翻了一番。2017 年

印尼地热发电在国家整体供电结构中占了 5%，其

中地热能源发电量较 2016 年增长了 8． 48%，风能、

潮汐能等发电量占 0． 25%［6］。根据 PLN 在 2016 年

发 布 的 10 年 期 2016—2025 电 力 发 展 规 划

( ＲUPTL) ，印尼计划自 2016 年起 10 年内新增装机

80 538 MW，其中新能源发电份额占 25% 左右。除

了优先保证新能源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印尼政府

还积极采取措施鼓励本国和外国投资方加大力度联

合开发印尼可再生能源市场，如适度降低地热能源

开发技术门槛、放宽间接投资的管制、税收减免等。

印尼能矿部还表示，合理的电价与适度的补贴是可

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的核心，也是私营部门投资该领

域的主要驱动因素。另外，印尼政府还积极从立法

层面对新能源发电强化保障。印尼国会正积极呼吁

尽快出台除《国家能源法》和《国家能源政策条例》

外能更好指导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法案，以促进新能

源产业的优质发展。
4) 印尼盾汇率变动风险

能源建设项目通常有着建设周期长、投资时间

长、投资金额大的特点，例如印尼火电机组建设周期

通常都在 33 个月以上。对于中资企业投资印尼，必

须充分并及时了解其兑汇政策、通胀变化、外汇储备

等情况，以做出投资回报预测和判断。近年来印尼

盾持续走低，2018 年 9 月印尼央行的数据显示，印

尼盾对美元汇率再次下跌，收盘报 1 美元兑 14 927

印尼盾，接近 199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印尼已

采取包括加息、买入印尼盾国债等多项措施稳定本

币汇率、遏制印尼盾进一步贬值，但总的来说这些举

措收效甚微。
1． 3 社会文化环境

1) 社会结构

印尼是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多

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复

杂社会。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印尼开始

了向民主化的转型过程，而经过 20 多年、前后 7 次

全国大选的更迭，印尼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权和社

会结构。虽然每次大选之前都会出现来自多方力量

的干扰和阻挠，但是长期来看印尼的社会环境仍处

于一个稳步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稳定投资商的信心。
2) 对华态度

中资企业对印尼能源投资要注意对华态度和策

略的变动。从印尼政府和中国政府 1950 年建交到

1965 年“9·30”事件再到佐科政府推行积极的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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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合作政策，印尼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

个波动且复杂的过程，而印尼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对

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活动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甚至埋下安全隐患。印尼民众对华的消级情绪由来

已久，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有受到负面

舆论的长期影响［7］。相对于美、日在印尼市场上的长

期且未间断的耕耘，中资公司进入印尼投资市场的时

间较短。一方面印尼民众对中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认同度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中资公司在开展投资、建
设相关活动时，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和处理

不当，也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情绪。
3) 社会安全

东南亚是全球受到恐怖袭击最多的地区，印尼

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一直受到恐怖主义、宗
教冲突、分裂主义的冲击［8］。虽然印尼政府做了一

系列的努力，但其境内一些偏激的组织一直试图在

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

荡［9］。从 2002 年的巴厘岛炸弹袭击到 2009 年的万

豪酒店爆炸事件再到 2016 年的雅加达自杀式袭击，

印尼的恐怖主义势力一直在蔓延并且难以在短时间

内消灭，这一问题势必影响中资企业的投资热情和

积极性。
1． 4 技术环境

印尼工业制造产业相对比较落后，并不能适应

电力能源建设需求的高速发展，因此印尼大型电力

成套设备都需进口，而能建市场上专业技术人员的

稀缺也迫使印尼逐渐开放电力能源建设市场，通过

国际招标的方式引入外商投资，以此降低建设成本，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印尼通过设立审查验收机构的

方式确保电力项目的安全落地，从对项目参与方资

质、标准、业绩等方面准入检验，到 PLN 对项目图纸

的审查验收，再到产品鉴定机构 LS － Pro 对电力设

备和仪器的鉴定，印尼以一系列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对电力能源建设投资项目进行控制和管理。而中资

企业通过 EPC 总承包和 IPP 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进

入到印尼电力能建市场，目前超过 80% 的装机已由

中资企业供应和建设。中资企业在技术标准、施工

标准、成本控制各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在目前的电力

能源建设项目中，在满足印尼当地标准及规范要求

的情况下，中国标准和规范基本都可作为项目可接

受的标准和规范之一使用，对中资企业而言，投资印

尼电力能源建设市场基本不存在技术壁垒。经过

20 多年的耕耘，中资企业以优质的技术方案和合理

的价格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并且多年来电站项

目的良好运行也为中资企业在电力建设市场上树立

了良好的口碑。

2 应对策略

从对印尼电力能源建设投资市场宏观环境的分

析来看，机遇与风险的并存将是一个长期状况，中资

企业开展投资活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把握机

遇，应对风险。
2． 1 正确看待市场环境

电力能源投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

问题，中资企业进行项目投资前要对宏观环境、已出

台的行业计划和现行政策和法令条列进行充分研

究、解读和评估，选择政策稳定、法律健全、社会稳定

的地区和业务板块进行投资。要重点关注“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战略契

合对接的项目，充分运用政策支持以发挥优势，利用

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大的融资平台

充实实力［10］。

2． 2 做好项目调研分析

印尼电力能源建设投资市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项目投资信息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获

得，信息内容全面程度和时效性都会在信息传递过

程中大打折扣，因此项目调研评估是影响着投资成

败的关键。中资企业必须对项目本身的现场条件、

物质供应、自然资源、文化风俗、人力成本、原料成本

等进行充分调研和评估。
2． 3 分时、分步做好投保工作

中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可能涉及到外汇限制、

战争内乱、政策变动等方方面面的风险，根据项目情

况和进展程度分时、分步做好投保工作是转移风险

的有效方式。尤其在佐科政府不再愿意提供担保

后，对印尼能建项目进行投资必须对保险公司的选

择、保险期限、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费缴纳、赔付

条款等内容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同时在确保满足

权益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投保成本。目前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基本处于中资企业投资印尼投保选择的

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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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积极寻求当地合作伙伴

印尼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受制于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经验不足的问题而不得不加大对外开发

力度，但其本国对能源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依然采

取严苛的保护政策。中资企业对电力能源的投资务

必需要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实现本土化经营。与当地

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建立长期的合同关系，有助于

中资企业快速掌握印尼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令，及

时了解时局变化，并且在经济、人文各方面进行深入

交流、减少冲突、更好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中资企业

也要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使企业能够

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投资收益。
2． 5 充分发挥当地华商的优势

印尼华人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华人人口数

量已经超过千万，印尼华商在其全国政治、经济、文
化与社会领域的地位不容小觑［11］。积极与印尼中

华总商会、印( 尼) 中商务理事会、印尼华裔总会等

华商和华人社会团体建立联系，加深对印尼投资环

境、社会环境、法律环境的认识和学习，加强与华商

企业的双向合作，有利于中资企业在印尼能建投资

市场站稳脚跟。

3 结 语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健康发展和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熟运作，中国和印尼在

能源建设市场的合作必将持续稳定地开展下去。印

尼政府对中资企业总体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一系

列的投资优惠政策和印尼电力市场的巨大需求也将

吸引着中资企业更多地进入到印尼。总体来说，能

够实时把握政治时局，审慎看待对华策略，充分发挥

产业优势互补作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中资企业投

资印尼电力能源市场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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