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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Z世代”青年的中国观 ∗ 

 
韦  红  王翕哲  

 
【内容摘要】  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是指该人群基于自身观念形成的

对华认知的总和。在文化层面，该群体欣赏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的优秀品质，

对两国宗教文化差异更趋包容；在经济层面，该群体高度认可中国经济、科技

实力对印尼国家及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政治层面，该群体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能力，大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中国与印尼经济合作的深化对印

尼青年带来实质利好，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则促进了印尼青年对中国文化的接

近。但是西方媒体的不实宣传、印尼国内一些政治团体的故意误导也使部分青

年存在对华误解。随着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该人群的中国观在印尼对华政策

上的影响愈益明显，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与印尼政治互信、合作进程与民心相通

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中国应对该人群的利益诉求、政治态度予以密切关注，

在政治、经济、舆论宣传、人文交流等方面予以有效应对，完善该群体对华客

观认知，最大限度释放其促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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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以及东盟的“龙头”，印尼在中国的周边

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与印尼关系的走势不仅关系到两国外交战略目标

的落实，而且在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具有重要影响。深化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既需要两国高层的引领推动，同时也需要双方普通民众的共同支持。

为此，对印尼民众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及各领域认知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学界对印尼中国观的研究有多个视角。一是基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宏观视

角进行分析。在中国与印尼两国建交、断交、复交的背景下，通过其对华官

方称呼向“中国”（Tiongkok）转变、媒体对华表述由“竹幕国家”向开放

国家转变、精英阶层对华看法由“中国威胁”向“中国机遇”转变这三个维

度，可以得出冷战结束后印尼的中国观由负面向正面演变的结论。① 基于

1991—2017 年《罗盘报》（Kompas）、《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等

主流报刊的对华报道，在复交初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三个主要时间节点上，印尼主流社会对华认知经历了重塑、朝着健康稳

定的方向调整以及在稳健的基础上日趋成熟的过程。② 二是通过设计调查问

卷和访谈，分析特定人群的对华看法。中国学者针对 15—34 岁的印尼青年

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印尼青年一代对华认知仍有片面性和主观

性，对中国和中国人虽不带有明显敌意，但对于日、美、欧的好感更明显。

然而尽管如此，印尼青年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提升持相当乐观的态度。③ 

印尼学者的调查显示，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学者总体上认可中国的强大国力，

多数人认为中国将为印尼带来机遇；当然仍然有少数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

怀疑态度。④ 三是通过调查机构数据以及媒体报道分析印尼社会对华认知。

基于 2005—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全球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国学

                                                        
① 参见许利平：《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观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13 年第 2 期，

第 9—13 页。 
② 参见李启辉、孙建党：《印尼对华认知的变化轨迹——基于复交以来印尼主流媒体的

实证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6—23 页。 
③ 谢侃侃：《印尼青年一代的中国观调查》，《东南亚》2008 年第 Z2 期，第 74 页。 
④ [印尼]阿迪亚·埃杜亚尔德·耶里米亚：《印度尼西亚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南

洋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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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印尼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基本稳定，但受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亦有浮

动。在微观层面，民众受教育层次越高，对中国的好感越强。① 基于 2013

年的涉华报道，印尼学者认为《罗盘报》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客观、中立，在

经济层面上对中国的积极和消极态度并存；虽然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表示担

忧，但仍倾向于将中国定义为印尼的朋友而非敌人，且涉华报道中意识形态

色彩不浓。② 

以上研究从多个角度、多种渠道对印尼各类人群及媒体的对华看法进行

了总结分析，但部分研究存在资料过久、结论时效性不强的问题，难以反映

当下印尼民众的真实对华印象；且那时接受访谈的青年人已步入中年，难以

从其言论和态度中全面了解印尼当下青年一代的对华态度。此外，借助媒体

及智库分析印尼整体对华认知，虽可对调查数据、报道倾向进行量化及定性

归类，但仍无法得知不同人群对于中国形象的不同认知，且官方态度、精英

群体的认知以及媒体的报道是否能反映普通民众真实的中国观仍有待探讨。

对此，本文拟以特定年龄段、即“Z 世代”印尼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该人

群对相关议题的观点与态度以及在具体事务中所扮演角色来分析该人群的

中国观。 

作为继婴儿潮一代、“X 世代”“Y 世代”③ 之后的新一代，“Z 世代”

青年逐渐在各国政坛及国际社会中崭露头角。“Z 世代”的身份界定以出生

年份为标准，国内外学者将其界定为出生于 1995—2009 年间的一代人。④ 印

                                                        
① 韩东临：《印尼公众的中国形象：现状、变化与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17 年

第 2 期，第 26—36 页。 
② [印尼]尤思佳：《印尼〈罗盘报〉之中国国家形象》，《新闻传播》2015 年第 5 期，

第 13—14 页。 
③ 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数据划分，婴儿潮一代生于 1946—1964 年，“X 世代”生于

1965—1980 年，“Y 世代”即“千禧一代”生于 1981—1996 年。参见：BPS, Hasil Sensus 
Penduduk 2020, Jakarta: Badan Pusat Statistik, January 12, 2021, p. 12. 

④ 部分国内学者将“Z世代”青年的出生年份界定为1995—2009年，参见王水雄：《中

国“Z 世代”青年群体观察》，《人民论坛》2021 年第 25 期，第 25 页；汪永涛：《Z 世代

亚文化消费的逻辑》，《中国青年研究》2021 年第 11 期，第 88 页；张颐武：《“Z 世代”

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变量》，《环球时报》2021 年 1 月 14 日第 15 版。部分国外学者将“Z
世代”青年的出生年份界定为 1995—2005 年。参见 Diena Dwidienawati and Dyah Gandasari, 
“Understanding Indonesia’s Generation 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Vol. 7, No. 3.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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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中央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tik）界定“Z 世代”为出生在 1997—2012

年的人群，至 2020 年，该人群在各世代中人数最多。① 其中，年龄 15 岁以

上的“Z 世代”青年总数达 4 607.45 万人，占印尼人口总数的约 17%。② 鉴

于印尼“Z 世代”青年的人口规模、政治参与权以及民众情绪对政府政策的

影响力等因素，“Z 世代”青年如何看待中国，将会对中国与印尼关系产生

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拟对该群体中国观进行研究，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提

供参考。 

本文基于笔者在印尼泗水国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Surabaya）访学

期间对该校印尼学生所进行的问卷调查，③ 再辅以印尼智库所进行的问卷调

查、印尼国内主流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成果，拟对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

国观加以分析、概括，并进一步探讨该人群中国观形成的深层原因和对中印

尼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拟就完善中国在印尼“Z 世代”青年群

体中的形象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印尼“Z世代”青年对华印象及态度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观”指个人或集团基于一定立场和角度形成的对华

认知、理解或判断的总和，它通过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体现出来。④ 依此定义，

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是指该人群基于自身利益诉求以及对印尼国内

政治、周边地区形势等因素的思考，对印尼政府对华政策、中印尼关系与实

                                                        
① BPS, Hasil Sensus Penduduk 2020, P. 12. 
② 同上。 
③ 问卷访谈对象为在泗水国立大学语言与艺术学院就读的大二、大三学生，参与问卷

时间为 2022年 9月末，共计收回 54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共计有 49个问题，涉及在经济、政

治、文化、外交政策及中印尼关系四个层面内的对华认知以及受访者个人的工作理念、个人

兴趣等。问卷采取主、客观题结合的形式，受访者可如实表达个人真实态度和理解。从年龄

来看，受访学生属“Z 世代”人群，入学一年以上，且从专业课程设置、教师授课内容来

看，受访学生对于中国及中国与印尼关系的理解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已较为成熟。因此基于

问卷问题设计和受访者个人情况，本次问卷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结果的客观性是没有问

题的，所得结论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④ 焦佩：《70 年以来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国外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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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进行解读，进而在各领域内形成的总体对华认知。这

一定义强调中国观的“系统”“总和”“整体”等特征。因此，把握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需对该人群在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内

的总体对华态度和印象加以分析和概括。 

（一）文化层面对华印象及态度 

第一，“Z 世代”青年认可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印尼科学

院（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 LIPI）就国民对华印象进行了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印尼“Z 世代”青年同印尼华人、中国文化的接触程度更为

紧密，中国文化在该人群中的传播有所增强。① 与之相似，在道德层面，曾

有印尼学生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在印尼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② 基于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印尼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品质特

征较为熟知，亦给予较高评价。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仅体现在传统节日、

舞蹈等概念名词上，还列举了包括春节、中秋节、生肖属相、千手观音舞蹈

等具体的传统文化形式，且对于节日的庆祝方式较为了解。印尼大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及所受到的传承与保护给予高度认可，表示虽

历时千百年，但中国人仍积极保留传统文化且在生活中予以展现，特别是在

接触诸多外国文化后，中国的年轻一代仍深爱着本国传统文化。此外，印尼

学生也认同中国文化被日本等国所学习，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印尼学生

对于中国人品质特征评价颇高，既十分认可中国人友好、有智慧、负责任、

意志坚定及有雄心壮志等品质，也对中国人守时、勤奋努力、尊重规则、职

业道德水平高及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等工作态度印象深刻。在此基础上，被

调查的印尼学生对于进一步研习中国文化、汉语具有较高热情且目标明确，

多数学生表示希望在语言、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获得赴华交流、学习的

                                                        
① Ubaidillah, “Cina dalam Benak Generasi Z: Sebuah Tinjauan Awal,” Jakarta: Pusat Riset 

Masyarakat dan Budaya, Badan Riset dan Inovasi Nasional, June 15, 2020, 
https://pmb.brin.go.id/cina-dalam-benak-generasi-z-sebuah-tinjauan-awal/. 

②  Sri Rahayu, “Ba De: Budaya Tiongkok yang Patut Dicontoh oleh Generasi Muda 
Indonesia,” kumparan, June 18, 2021, https://kumparan.com/sri-rahayu-1623743219875624206/ 
ba-de-budaya-tiongkok-yang-patut-dicontoh-oleh-generasi-muda-indonesia-1vy1yGq9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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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且愿意参加孔子学院举办的研讨会、夏令营等活动。 

第二，印尼青年对两国宗教信仰差异更趋包容。从初步印象来看，该人

群在宗教层面对华认知趋向中立。① 这表明两国国民宗教信仰差异未在印尼

“Z 世代”青年建构对华认知上形成负面影响，他们对于中国宗教文化的理

解更趋包容。具有来华留学经历的印尼穆斯林学生所持观点进一步印证了上

述结论。这些印尼学生表示，斋戒、祈祷等宗教活动在中国并不受约束，得

益于中国所提供的保障措施，相关人员可安全地在开斋节举行庆祝活动。他

们对中国文化赞赏有加，对受邀去中国当地居民家中共进晚餐感到荣幸。② 

在日常生活中，印尼学生对于所在城市及中国其他城市有许多清真饭店感到

十分高兴，并表示校内的清真食堂对其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③ 

显然，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政策给予了客观和积极评

价。两国文化差异不仅未在该人群内心中产生隔阂，反而激发了其接触与学

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二）经济层面的对华印象与态度 

第一，印尼“Z 世代”青年高度认可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及中国人的职业

精神。印尼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在“国家类别”“经济类别”“文化类别”

中，受访“Z 世代”青年均对中国的科技实力给予了积极评价，肯定了中国

在印尼以及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对中国人、印尼华人在商业方

面给予诸如“勤奋”“聪明”“有雄心壮志”等正面评价。④ 在职业精神方

面，印尼学生对“中国人工作总是很准时且从不偷懒”等优点予以赞赏。⑤ 参

与华为组织的技术培训和实习活动后，印尼学生对于华为的最新科技与创新

                                                        
① 除儒教、宝塔、佛教等名词外，亦选择用“大部分国民非穆斯林”而非“异教徒”

来表达对华印象。Ubaidillah, “Cina dalam Benak Generasi Z: Sebuah Tinjauan Awal.” 
② “Cerita Mahasiswa Indonesia Jalankan Ibadah Puasa dan Hari Raya Idul Fitri di China,” 

Bolong, May 13, 2021, https://bolong.id/lp/0521/cerita-mahasiswa-indonesia-jalankan-ibadah 
-puasa-dan-hari-raya-idul-fitri-di-china. 

③ Trisna Wulandari, “Kisah Puasa Mahasiswa Indonesia di China: Sahur dan Buka Bersama 
di Asrama,” detik News, April 14, 2021, https://www.detik.com/edu/edutainment/d-5531756 
/kisah-puasa-mahasiswa-indonesia-di-china--sahur-dan-buka-bersama-di-asrama. 

④ Ubaidillah, “Cina dalam Benak Generasi Z: Sebuah Tinjauan Awal.” 
⑤ “Aurelia Karina Hastisia, Berbagi Pengalaman Kuliah di Tiongkok,” Jawa Pos, January 16, 

2021,https://radarsemarang.jawapos.com/features/sosok/2021/01/16/aurelia-karina-hastisia-berbagi
-pengalaman-kuliah-di-tio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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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给予高度认可，希望培训和实习的收获能在今后为印尼通信技术的发展

做出贡献。① 从笔者的问卷调查来看，印尼学生不仅对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给

予高度认可，也对中国科技产业及相关优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中

国经济、科技实力高速发展的原因给出了个人的见解。首先，印尼学生认为

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与美国相比亦不落下风。印尼学生认同中国具有较强的经济自主性，

制造了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的先进科技实力源于本国自主创新获得的

技术实力。此外，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极大方便了民众生活。其次，印尼学

生广泛了解中国经济及科技优势，既关注 5G、数字经济、电子产品、人工

智能等领域，也对中国的航天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印象深刻。印尼学生对在

中国日常生活中可接触、使用人工智能及其他创新科技工具表示认同，同时

也对中国的一些高端技术印象深刻。在回答的问卷中，印尼学生多次提及腾

讯、五菱等知名中国企业，也认为小米、华为等公司的电子产品在印尼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物美价廉且深受印尼国民喜爱，并表示曾多次购买中国制造

的产品。再次，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印尼学生将其归因于宏观和微观层

面上的规划、法律对商业的充分支持、中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以

及中国民众具有奉献精神且工作态度积极认真等方面。 

第二，印尼“Z 世代”青年群体认为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对印尼发展有

利。日本东京大学曾于 2013—2014 年、2018—2019 年两次对中、日、韩、

越、新加坡、印尼等国的本科在读学生开展“亚洲学生调查（Asian Student 

Survey）”。对于印尼学生，调研组在印度尼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和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y of Gadjah Mada）各选取了至少 200 名本科生作

为研究对象。数据显示，2014—2018 年，印尼学生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总

体上更趋积极，② 在“中国崛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机会”这一议题上，2018

                                                        
① Dewi Agustina, “15 Mahasiswa Terbaik se-Indonesia Ikut Program Huawei Seeds for the 

Future di Tiongkok,” Tribun News, October 22, 2016, https://www.tribunnews.com/techno/ 
2016/10/22/15-mahasiswa-terbaik-se-indonesia-ikut-program-huawei-seeds-for-the-future-di-tiong
kok?page=all. 

② Shigeto Sonoda, “Asian Views of China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Pew Survey and Asian Student Survey in Chron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02-20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2, 2021,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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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 72%的受访印尼学生持肯定态度。① 笔者进行的问卷

调查亦显示，79.6%的受访学生认同中国发展将为印尼经济带来机遇，几乎

全部受访学生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投资对印尼民众影响这一议题

上，持正面态度的印尼学生占比超过 98%，其中 59.2%的受访学生认为自身

将因此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另有 33.3%的印尼学生认为自身的工作能力将

获得提升。印尼学生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工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

示范意义，对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帮

助；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作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范例；中国工业、科技

的创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印尼民众也可从中获益。 

（三）政治层面的对华印象与态度 

第一，印尼青年群体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

也表明了这样的结果。首先，印尼学生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国家

的执政党，且善于治国理政，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印尼学生认为，面对纷繁

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国的政策开放且灵活。曾到过中国的印尼学生表示中国

社会井然有序，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认为中国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政党，并给予积极评价。88.7%的受访印尼

学生认同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有印尼学生表示，中国不干涉宗教信仰，

宗教人士也受到任何限制。当印尼国内出现涉及中国政治的虚假新闻时，在

华印尼学生协会（Indone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in China, PPI Tiongkok）等

多个学生组织发表声明予以批评和澄清。② 2018 年日本东京大学开展的调

查结果亦显示，相较于 2014 年，认同“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政治不稳定”

这一说法的印尼学生比例已明显降低。而且，从横向比较来看，近年来印尼

学生对中国政治稳定的认同度明显高于日、韩等国。③ 这表明印尼学生对中

                                                        
① Shigeto Sonoda, “Asian Views of China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Pew Survey and Asian Student Survey in Chron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02-2019,” p. 11. 

② Aisyan Llewellyn, Student Politics: Indonesians Confront China Prejudice, Sydney: Lowy 
Institute, May 31, 2018. 

③ Shigeto Sonoda, “Asian Views of China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Pew Survey and Asian Student Survey in Chron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02-20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10, No. 2, 2021,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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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相关评价较为客观，一度盛行于印尼国内社会中的怀疑、防备心理并未

在其“Z 世代”青年建构对华认知上产生明显干扰。 

第二，大多数青年对中国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但仍有少部分人心存疑

虑。东京大学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尽管中国崛起了，但仍将同亚洲

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说法，虽然相较 2014 年的统计数据下降了超过 11 个

百分点，但在 2018 年仍有超过 61%的印尼学生表示赞同，对该说法的认同

程度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学生。① 在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只有 29.6%的

印尼学生表示中国发展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否认此观点的印尼学

生占比则为 33.3%；对于中国发展是否有助于印尼维护本国周边安全这一问

题，有 44.4%的印尼学生持肯定态度，只有 16.7%的印尼学生认为中国将对

印尼的周边安全造成威胁。 

上述数据显示，大多数印尼青年学生对中国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但仍

有部分青年存有疑虑。在印尼科学院所开展的调查中，有受访者选用“竹幕

国家”一词表达对华印象，这表明印尼部分“Z 世代”青年的对华态度与认

知仍未完全脱离冷战思维。② 在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印尼学生给出了

“中国很关心他国政治”“中国的政治实力很强，对别国有影响”等看法，

有 74%的印尼学生认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将会影响印尼的国内政治。 

总而言之，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正面居多，特别是

对中国文化、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认可度较高。在政治方面，该群体的

大多数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少部分青年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一定程度担忧，

但这一担忧并未使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形成否定态度。 

 
二、印尼“Z世代”青年中国观的形成背景 

 

印尼“Z 世代”青年中国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该群体自身

特征、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走向、印尼国内政治变化、域外势力插手本地区
                                                        

① Shigeto Sonoda, “Asian Views of China in the Age of China’s Ris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Pew Survey and Asian Student Survey in Chron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02-2019,” p. 12. 

②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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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等均构成了“Z 世代”青年中国观的形成背景。 

（一）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成果促使“Z 世代”青年务实看好中国 

印尼“Z 世代”青年在政治态度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务实特征，其政

治参与的程度、形式更趋向于以现实利益诉求为导向。相较于“千禧一代”

的理想主义，印尼“Z 世代”青年的思维更具务实性和现实性，他们所参与

及发起的政治运动大多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① 其诉求多出于对个人经济

利益、政治权利的维护。在政治参与中，该人群倾向于将个人利益置于意识

形态之上，当政治活动触及其个人利益时，他们倾向于对个人权利予以强力

维护。② 印尼“Z 世代”青年对于大多数政党的抽象政治阐述等传统做法的

接受程度较低，而乐于关注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以及官员切实的施政

举措。③ 特别是近年来印尼经济增长的低迷使“Z 世代”青年更具务实性思

维。在求职时，相较于在商业上冒险，他们更看重工作保障，也更易受到金

钱驱动。④ 总之，印尼“Z 世代”青年更重个人权益和政府施政成效，对意

识形态并不敏感。这使印尼“Z 世代”青年在建构、表达对印尼政府及他国

态度时常以自身利益的得失与多寡作为评判标准。印尼“Z 世代”青年这一

务实特征对其中国观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中国与印尼两国经济合作成果加深了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

的好感。两国经贸合作给印尼带来的发展机遇让务实的“Z 世代”青年十分

认同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印尼企业缩短

了工作时长甚至停止运营，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由于法定最小工作年龄为

15 岁，印尼中央统计局官员表示，国内“千禧一代”和“Z 世代”青年的就

业所受冲击最大，尤其是后者所承受的压力更为突出。⑤ 而在新冠疫情大流

                                                        
①  “Demo Mahasiswa, Gebrakan Gen Z?” Pinter Politik, September 26, 2019, 

https://www.pinterpolitik.com/in-depth/demo-mahasiswa-gebrakan-gen-z-2/. 
②  Luqman Wibowo, “Demokrasi ala Generasi Z,” Medcom.id, July 4, 2018, 

https://www.medcom.id/pilar/kolom/dN6EJOqK-demokrasi-ala-generasi-z. 
③ Aulia D Nastiti, “Memahami Aspirasi dan Perilaku Politik Generasi Z,” Tirto.ID, August 

16, 2017, https://tirto.id/memahami-aspirasi-dan-perilaku-politik-generasi-z-cuEL. 
④ Diena Dwidienawati, Dyah Gandasari, “Understanding Indonesia’s Generation Z,” p. 252. 
⑤ Mohamad Nur Asikin, “BPS: Generasi Milenial Dan Gen Z Paling Terdampak Pandemi,” 

Jawa Pos., November 25, 2021, https://www.jawapos.com/ekonomi/01356327/bps-generasi 
-milenial-dan-gen-z-paling-terdampak-pand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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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背景下，中国与印尼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不仅未停止，反而逆势上升。

2021 年印尼对华贸易额升至 1 243.4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年同比增长

58.43%，其中印尼对华出口额达到 63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0.02%。① 2022

年中印尼贸易额升至 1 491 亿美元，其中印尼对华出口额达 777.7 亿美元，

两者均实现了两成左右的同比增长。② 结合印尼国内就业形势和对自身就业

前景、经济收入的期望，印尼“Z 世代”青年更趋向于认为两国经济合作为

本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利好。在笔者开展的问卷调查中，90.9%的印尼受访

学生表示愿意在中资企业工作，98%以上的受访学生认为中国投资将为其带

来工作机会和提升工作能力。 

第二，中国积极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升了“Z 世代”青年对中国的认

同感。生活环境、气候变化等议题备受印尼“Z 世代”青年关注，而中国在

此领域的积极合作行为使得该人群对中印尼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充满期待，认

同两国合作带来的诸多利好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提供公共产品的正面意

义。78.2%的“Z 世代”青年对生活环境议题十分关心；③ 82%的“千禧一

代”和“Z 世代”人群将生活环境列为最需关心的议题之一，这一比例仅低

于“腐败”议题。④ 在中印尼关系上，印尼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决定美国

退出《巴黎协定》的举动为中国在印尼的软实力提升提供了机遇。⑤ 与美国

相对比，中国邀请了包括印尼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在气候及海洋领域内开展

合作。印尼前贸易部长维尔加万（Gita Wirjawan）则表示，中国在气候领域

的承诺以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方式将对东南亚产生积极影响。印尼前副外

                                                        
①  “Kinerja Perdaga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Tahun 2021 Menggembirakan,” 

Kedutaan Besar Republik Indonesia Beijing, Merangkap Mongolia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April 13, 2022, https://kemlu.go.id/beijing/id/news/18380/ kinerja-perdagangan-indonesia-dengan- 
tiongkok-tahun-2021-menggembirakan. 

② 《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外交部网站，2023 年 4 月，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44/sbgx_677248/。 

③ Vika Azkiya Dihni, “Survei: Mayoritas Anak Muda Indonesia Peduli Isu Lingkungan 
Hidup,” Katadata, October 29, 2021, https://databoks.katadata.co.id/datapublish/2021/10/29/ 
survei-mayoritas-anak-muda-indonesia-peduli-isu-lingkungan-hidup. 

④ Ghita Intan, “Survei Indikator: Generasi Z dan Milenial Semakin Peduli Isu Iklim,” VOA 
Indonesia, October 27, 2021, https://www.voaindonesia.com/a/survei-indikator-generasi-z-dan- 
millenial-semakin-peduli-isu-iklim-/6287748.html. 

⑤  Ridha Amalia, “China’s Soft Power to Indone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1, 2018, 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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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迪诺（Dino Patti Djalal）则认为，在清洁能源领域内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中

国和东盟关系中的主要亮点之一。① 参与笔者问卷调查的印尼学生认为，中

国的低碳能源技术先进。中国在环保领域的积极作为强化了印尼青年对中国

的正面认知。 

（二）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机制促进“Z 世代”青年接近中国文化 

从印尼国内政治环境来看，绝大多数印尼“Z 世代”青年出生在后苏哈

托时期，成长于其政府对华人歧视政策逐步废除、中华文化与汉语教学逐步

解禁之际。该人群的价值观形成时期，也是中国与印尼两国关系不断恢复和

向好阶段。因此，印尼“Z 世代”青年在建构对华认知时没有背上两国关系

遇冷的历史包袱，更多的是看到了两国关系中积极、正向的一面，享受了两

国合作带来的诸多利好。印尼国内政治环境的开放及对华政策调整打开了中

国文化在印尼国内传播的通道，为该群体了解中国文化扫清了障碍。 

中国与印尼两国不断加强的人文交流为印尼青年接触了解中国文化提

供了更多渠道。中华文化在印尼民众生活中得到重现、汉语教学具备了合法

资格，这为“Z 世代”青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增进同中国人的相处和相

知创造了条件。2007 年印尼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雅加达成立；至今两国高校

共建有八所孔子学院，分布在爪哇、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等多地。孔子学院

的建立和三语（汉语、印尼语、英语）学校的兴起使印尼“Z 世代”青年接

触中国文化及汉语的空间得到拓展。 

中印尼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印尼青年对中国文化的接触

和了解。青年交流是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中的八个领域之一。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曾建议两国政府为青年互学互鉴创造更多机会。② 中国

设立了“中印尼交流专项奖学金”，为印尼增设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③ 在

                                                        
① Suwanti, “Kerja sama ASEAN-China diharapkan sasar isu energi bersih,” Antara News, 

November 2, 2020, https://www.antaranews.com/berita/1817192/kerja-sama-asean-china 
-diharapkan-sasar-isu-energi-bersih. 

② 《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政府网，2015 年 5
月 28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5/28/content_2870206.htm。 

③ 《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举行》，教育部网站，2016 年 7 月

26 日 ，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6n/2016_zl42/201607/t20160726_ 
273012.htm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5/28/content_2870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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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印尼人力和文化发展统筹部

长（现任国会议长）普安（Puan Maharani）表示，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体育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国之间不断扩大和深化人文领域交

流合作。① 2009—2018 年，来华留学的印尼学生数量由 7 000 人增至 14 233

人。② 随着两国人文交流的持续深化，中国电影、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传

入印尼社会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加之近年来两国联合举办中国电影节以及中

国电影在印尼取景拍摄等合作，③ 更使印尼“Z 世代”青年近距离接触到了

中国艺术，对其魅力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 

（三）不实宣传造成“Z 世代”青年对中国存在某些偏见和误解 

如前文所述，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崛起仍有误解和担忧。西方媒

体的不实宣传以及印尼国内政治斗争是造成其对中国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 

第一，西方媒体不实宣传对印尼青年造成影响。据统计，在印尼“Z 世

代”青年中，接触、运用互联网的比例已达 93.9%。④ 印尼教育、文化、研

究和技术部的研究结果显示，“Z 世代”青年具备在生活中熟练运用科学技

术的能力，并已深刻影响其生活习惯。⑤ 戴尔（印尼）科技公司开展的“Z

世代：未来已至”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处于 16—23 岁年龄段内、正在中

学及高校就读的印尼“Z 世代”青年非常热衷于在科技领域就业，这一趋势

主要源于他们从小就熟知各种技术，并由此养成了一定习惯。⑥ 对信息技术

的熟悉与依赖使印尼“Z 世代”青年看待事物的观点经常受到网络媒体的影

                                                        
① 《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举行》，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11/29/content_5243042.htm。 
②  Viva Budy Kusnandar, “Berapa Jumlah Pelajar Indonesia di Tiongkok?” Katadata, 

November 21, 2019, https://databoks.katadata.co.id/datapublish/2019/11/21/berapa-jumlah-pelajar- 
indonesia-di-tiongkok. 

③ 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电影《爱在零纬度》全程在印尼取景拍摄；《前任 3：再见前

任》在印尼旅游胜地、位于北苏拉威西的美娜多（Manado）取景拍摄。 
④ Anton Setiawan, “Politik Digital Anak Muda,” INDONESIA.GO.ID, April 19，2021, 

https://www.indonesia.go.id/kategori/feature/2707/politik-digital-anak-muda. 
⑤ Diyan Nur Rakhmah, “Gen Z Dominan, Apa Maknanya bagi Pendidikan Kita?” Pusat 

Standar dan Kebijakan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Kebudayaan, Riset dan Teknologi, 
February 4 ， 2021, https://pskp.kemdikbud.go.id/produk/artikel/detail/3133/gen-z-dominan-apa- 
maknanya-bagi-pendidikan-kita. 

⑥ “Gen Z Indonesia Punya Minat Tinggi untuk Berkarir di Bidang Teknologi,” Kompas, 
February 14, 2019, https://tekno.kompas.com/read/2019/02/14/19530017/gen-z-indonesia-punya- 
inat-tinggi-untuk-berkarir-di-bidang-teknologi.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11/29/content_5243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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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印尼国内调查机构“民主选举联合”研究所（Sindikasi Pemilu dan 

Demokrasi, SPD）研究员里兹坎（Rizqan）表示，“Z 世代”青年倾向于通

过社交媒体挖掘信息、了解并学习政治，这不免导致其在政治态度的塑造上

缺乏相应的引导或限制，进而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① 

在印尼，“Z 世代”青年接受西方国家媒体的信息较为普遍。据皮尤研

究中心数据，印尼高校曾对 235 名 12—22 岁“Z 世代”青年的阅读习惯进

行调查，结果显示有 20.4%的“Z 世代”学生选择运用英语阅读。② 此外，

在社交媒体的选择上，来自印尼和澳大利亚高校的学者曾对爪哇、苏门答腊、

巴厘等地出生于 1995—2010 年间的 326 名印尼“Z 世代”青年进行调查，

在 2020 年三、四月印尼国内疫情初现时，“Z 世代”青年使用 Whatsapp、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三个社交媒体传播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最高。③ 显然，

印尼“Z 世代”青年通过西方新闻及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现象较为普遍。近

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华竞争及打压中国的需要，利用其国际

话语霸权，不断在国际舆论场上抹黑中国。印尼“Z 世代”青年通过西方媒

体所获涉华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严重不足，甚至有时事实是被歪曲的。加

之“Z 世代”青年年龄偏小、思想尚未成熟，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

因此西方舆论的引导一定程度上导致该人群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第二，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受其国内某些政治团体的故意误导。

印尼国内政治团体间的政治斗争，是影响印尼“Z 世代”青年中国观的又一

主要因素。其突出表现为在重要政治节点上炒作涉华议题，使印尼青年深陷

其中并支持相关政治团体的主张，借以影响政治运动的走势。以总统选举为

例，印尼分析人士指出，参选政党如欲获得“千禧一代”和“Z 世代”选民

的支持，需对决策方法和沟通方式加以调整，使之符合青年人群的关注点和

                                                        
① Boyke Ledy Watra, “Menyentuh kesadaran politik Generasi Z,” Antara News, January 23, 

2021, https://www.antaranews.com/berita/1964472/menyentuh-kesadaran-politik-generasi-z. 
② Dinda Ismu Asyifa, “Exploring Indonesian Gen Z Digital Reading Issues,” UICEL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20, No. 4, January 21, 2021, pp. 12-14, 
https://journal.uhamka.ac.id/index.php/uicell/article/view/6365. 

③ Fiona Suwana et al., “Digital Media Use of Gen Z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Jurnal 
Sosioteknologi, Vol. 19, No. 3, 2020, p. 337. 



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 

 
51 

日常生活所需，如就业、创业、环保等议题。① 

当前，印尼部分主要政党正通过提升“Z 世代”青年在党组织生活中的

参与度、在大选中委以重任、推举青年代表人物在本党国会机构中任职、开

设社交网络账号、建立党内青年组织、根据青年的兴趣偏好来对宣传加以调

整等方式，拉近同青年人群的关系。② 由此，大选中“Z 世代”青年在各政

党竞选策略上主动发挥的影响逐步显现，对自身利益与竞选结果的关联也必

然更为关注。在政治角逐中，中国议题常被当作竞选筹码而被大做文章。一

些印尼政客以放大中印尼两国间的冲突、抹黑双边合作甚至鼓吹“中国威胁

论”等手段来攻击竞争对手。例如，在 2019 年大选中，普拉博沃曾批评佐

科对中国过于软弱，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赴印尼参与中国投资的项目”

为由对其加以攻击，此举使一些印尼人对中国的影响较为戒备。③ 在 2024

年大选临近之时，有印尼媒体竟然刊文称，出于对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

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对总统选举加以干预，进而扶植在经贸层面上亲华的总统

候选人。④ 与之类似，印尼亦存在着“中美两国为争夺对印尼大选的影响而

在不同领域内展示各自实力”的说法，甚至表示此前大选也曾受到中美两大

国的干预。⑤ 此类信息一经网络传播，必然会对部分“Z 世代”青年的中国

观造成负面影响。 

 
三、印尼“Z世代”青年中国观对中印尼关系的影响 

 

参政潜力和意愿使多达数千万之众的印尼“Z 世代”青年已成为影响印

                                                        
① “Parpol Perlu Kerja Keras Rangkul Generasi Z dan Y,” Rumah Pemilu, October 21, 2021, 

https://rumahpemilu.org/parpol-perlu-kerja-keras-rangkul-generasi-z-dan-y/. 
② Ibid. 
③ Michelle Natalia, “Pemilu dan Hubungan Rumit Investasi RI-China,” SINDO news, April 

13, 2019, https://ekbis.sindonews.com/berita/1395531/34/pemilu-dan-hubungan-rumit-investasi-ri- 
china?showpage=all. 

④ Toto Priyono, “Alasan Tiongkok Intervensi Pilpres 2024,” Kompasiana, August 6, 2022, 
https://www.kompasiana.com/komitel/62ee67f2a51c6f60b5166882/alasan-tiongkok-interv 
ensi-pilpres-2024?page=2&page_images=1. 

⑤ Rico Afrido Simanjuntak, “Amerika dan China Dinilai Punya Kepentingan di Pilpres 
2024,” SINDO news, February 20, 2022, https://nasional.sindonews.com/read/691173/12/amerika- 
dan-china-dinilai-punya-kepentingan-di-pilpres-2024-1645311774?showpag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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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政府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参与权来看，在 2019 年大选中，印尼

选举委员会（Komisi Pemilihan Umum, KPU）认定，2019 年 4 月 17 日前年

满 17 周岁的印尼公民可参加总统选举投票，① 2020 年 12 月 9 日前年满 17

周岁的印尼公民可参加地方首长选举投票。② 选举制度赋予了部分印尼“Z

世代”青年政治参与权，在 2024 大选中参加投票的“Z 世代”青年人数将

大幅提升，该人群影响印尼政府政策的潜力将进一步凸显。 

从参政意愿来看，据统计，86.7%的“千禧一代”和“Z 世代”青年愿

意且已准备好参与 2024 年大选，③ 参加笔者问卷调查的印尼学生中，也有

88.9%表示愿意参与 2024 年的大选。“Z 世代”青年倾向于从个人偏好的角

度来理解和参与政治，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再加上移动网络、社交媒体的高

速发展使“Z 世代”青年可以更为便利地就政府政策发表个人意见，随着政

治参与步伐的加快以及逐步进入印尼政坛，“Z 世代”青年将成为印尼国内

的“政治新人”并逐步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其对华认知以及对中国政策的

思考必然会对中印尼关系带来一定影响。 

第一，“Z 世代”青年对中国认知的务实态度对推动两国经济、科技进

一步合作的影响，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印尼“Z 世代”青年对网络科

技具有浓厚兴趣，很多人在信息技术领域有着明确的就业意向，并且颇为认

可中国科技实力及其对个人发展带来的机遇。曾在华为参加信息技术培训的

印尼学生对 5G 技术印象深刻，结合印尼在未来实施 5G 的目标，该学生表

示在华所学可成为今后的专攻方向。④ 这个例子也表明印尼“Z 世代”青年

对两国在网络信息等领域的科技合作持明确支持态度，将会更为积极、主动

                                                        
① Fitria Chusna Farisa, “KPU Pastikan Warga yang Berusia 17 Tahun Saat Pencoblosan 

Tetap Bisa Memilih,” Kompas, August 7, 2018, 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18/ 
08/07/17231781/kpu-pastikan-warga-yang-berusia-17-tahun-saat-pencoblosan-tetap-bisa-memilih. 

② Kristantyo Wisnubroto, “Jika Nama Tidak Tercantum dalam Daftar Pemilih Pilkada,” 
INDONESIA.GO.ID, November 27, 2020, https://indonesia.go.id/kategori/kependudukan/2195/ 
jika-nama-tidak-tercantum-dalam-daftar-pemilih-pilkada. 

③ Kurnia Yunita Rahayu, “Mayoritas Kaum Milenial dan Generasi Z Antusias Ikuti Pemilu 
2024,” Kompas, April 8, 2022, https://www.kompas.id/baca/polhuk/2022/04/08/87-persen- 
milenial-dan-generasi-z-antusias-ikuti-pemilu-2024. 

④ Siti Sarifah Alia, Novina Putri Bestari, “Mahasiswa Indonesia Belajar Config 5G Sampai 
ke China,” VIVA, November 21, 2019, https://www.viva.co.id/digital/digilife/1189024- 
mahasiswa-indonesia-belajar-config-5g-sampai-ke-china?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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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与其中。此外，印尼“Z 世代”青年对于信息科技的偏好与依赖、对中

印尼科技经贸合作的支持与政府的政策重心相一致。佐科总统提出，未来

15 年印尼至少需培养 900 万名数字人才。为落实这一目标，印尼政府支持

并派出青年学生参加华为“未来种子”项目。① 显然，印尼“Z 世代”青年

在中印尼两国今后的科技合作中的参与不仅受到其自身兴趣与职业规划的

推动，更获得了印尼政府的支持。在此背景下，该人群亲身参与中印尼两国

科技合作的正面效应将被放大，其对两国科技合作的支持将转化为中国科技

企业落户印尼及顺利运营的实际效果，进而将有力提升中国与印尼两国产、

学、研的正向互动与合作效益。笔者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75.9%的印尼学

生支持中印尼合作的进一步发展，85.2%的印尼学生未来愿意参与到两国合

作中来。随着该人群的逐步成长，未来将在国会、政府及商界以“支持者”

的身份为中印尼经贸、投资合作的升级增添动力。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印尼合作的支持建立在自

身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就业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一旦形势被一些政治势

力恶意操弄，势必影响该人群对两国合作的态度。早在 2019 年大选的角逐

中，“印尼民意调查圈”（Lingkaran Survei Indonesia, LSI）发布的调研结果

就已显示，经济和外籍劳工议题是阻碍佐科连任的主要因素，半数以上的受

访民众对外籍劳工特别是中国劳工进入本国市场表示担忧。② 在该次大选过

程中，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两组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态度不甚明朗，普拉博

沃—桑迪亚加组合获得来自“Z 世代”人群的票数一度领先于佐科和马鲁

夫。③ 显然，印尼“Z 世代”青年的投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人群对

自身就业机会等经济利益的认知，这不仅影响了“Z 世代”青年的政治态度，

也使其对中国与印尼合作的理解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当大选期间有政客在

                                                        
① Ayunda Pininta Kasih, “10 Mahasiswa Indonesia Ikut Program Huawei Seeds for the 

Future di Bangkok,” Kompas, August 18, 2022, https://www.kompas.com/edu/read/2022/08/18/ 
141926771/10-mahasiswa-indonesia-ikut-program-huawei-seeds-for-the-future-di-bangkok. 

② “LSI: Isu Agama dan Buruh China Bisa Jegal Jokowi di Pilpres,” CNN Indonesia,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180202160516-32-273442/lsi-isu- 
agama-dan-buruh-china-bisa-jegal-jokowi-di-pilpres. 

③ “Calon presiden pilihan Generasi Z: ‘Mereka mengikuti pilihan orang tua,’” BBC News 
Indonesia, March 21, 2019, 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4764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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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经贸合作上大做文章，譬如“中国劳工抢占印尼本国民众工作岗位”之

类虚假信息泛滥的时候，印尼“Z 世代”青年对自身就业机会遭受“威胁”

的担忧将转化为对此类政客言论的支持。这不仅使其对两国经贸、科技合作

的态度转向消极，而且存在通过网络媒体发声以及其他非理性活动等对中印

尼合作造成实质性破坏的风险。 

第二，“Z 世代”青年政治参与潜力使其在印尼政府对华政策上的影响

日益突出。一方面，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政府施政能力的

客观认知，以及对两国关系的积极态度可在印尼民间营造对华友好的氛围，

有力支持印尼政府提升对华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该人群中的一些人对中国

战略意图体现出的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甚至疑虑态度，则将使印尼政府的对华

政策和中印尼关系面临一定压力。 

凭借人数规模、参政意愿及投票资格，印尼“Z 世代”青年已成为该国

2024 年大选中各方大力争取的对象。印尼的各主要政党有意将竞选策略的

重心向青年一代倾斜，其中印尼团结党（Partai Solidaritas Indonesia, PSI）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成立于 2015 年的新兴政党，“年轻”是该党的标签，

不仅其党内主要领导多数是在 40 岁以下的青年人，而且自成立之日起便致

力于改变印尼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吸纳对旧政党已失去信心的年轻群体。① 

在 2024 年大选筹备阶段，该党提出了突破 4%国会选举门槛的目标。新任党

主席甘尼沙（Giring Ganesha Djumaryo）表示，将竭力争取“Z 世代”等群

体。此外，该党还致力于培养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② 印尼科学院开展的调

查显示，60.6%的“Z 世代”青年选择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因此对

于政党而言，掌握了社交媒体就意味着具有获胜潜力。③ 而在笔者的问卷调

查中，61.8%的受访学生表示愿意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的

                                                        
① Ihsanuddin, “PSI, Grace Natalie, dan Citra Partai Anak Muda,” Kompas, February 22, 

2018, 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18/02/22/12132451/psi-grace-natalie-dan-citra-partai-an 
ak-muda?page=all. 

② Ronald, “PSI Maju Bersama Gen Z dan Emak-Emak, PSI Harus Hadir Bekerja Untuk 
Rakyat,” Metro Times News, June 16, 2022, https://metrotimes.news/politik/psi-maju-bersama- 
gen-z-dan-emak-emak-psi-harus-hadir-bekerja-untuk-rakyat/. 

③ “Membaca Pilihan Milenial dan Gen Z di Pemilu 2024,” Kompasiana, April 13, 2022, 
https://www.kompasiana.com/rizkifr/624720fabb448619485c2762/membaca-partisipasi-politik-mil
enial-dan-gen-z-dalam-pemilu-2024-pemimpin-seperti-apa-yang-diinginkan?pag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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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由此可见，政治党派与“Z 世代”青年间的互动将更为密切。 

显然，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将使参选政党减少对华负

面宣传，甚至在外交事务议题上将本党竞选策略向支持中印尼合作的方向调

整。这有利于在印尼社会及民众间夯实对华友好的基础，推动对华友好合作

政策的实施。但是，考虑到印尼青年群体容易受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影响，

在目前美国对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该群体在相关议题上对华态度的摇

摆不容忽视。在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81.8%的印尼学生表示，如果遇到

不公正或需要改进的事件，将愿意就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此一来，假如西

方媒体刻意在某些议题上抹黑中国，印尼“Z 世代”青年极有可能通过网络、

社交媒体甚至极端举动向政府施压，那时印尼政府将不得不针对某些议题进

行回应，这显然会对中印尼关系造成一定压力。 

第三，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推动两国人文交流

的持续深化和民心相通。该人群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和兴趣，在笔

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印尼学生认为，参加孔子学院的活动后对中国

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强；而且表示愿意去

中国接受教育，希望获得奖学金或以交换生的身份去中国学习，包括希望去

中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除汉语、文化、艺术等专业外，印尼学生表示也

愿意选择国际关系等专业。印尼“Z 世代”青年的这些态度必然推动两国人

文交流的持续深化。 

人文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增进国民间的相知，其所构筑的正面国家人文

形象也有助于积极政治形象的形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他国的文化充满

敬意，则会具有了解该国的动力，这样客观看待乃至理解和认可该国基本政

治观点的可能性将趋于增加。① 印尼“Z 世代”青年学习中国文化以及同中

国交往热情的进一步提升，不仅将有力推进中印尼两国人文交流的持续深化

和拓展，发挥该人群在增进两国人民感情中的引领作用，而且在政治层面的

对华认知也将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与负面宣传形

成免疫力。通过持续的两国人文交流，印尼“Z 世代”青年显然可能成为新
                                                        

① 俞沂暄：《人文交流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兼与文化外交的比较分析》，《外

交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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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知华派”，其进入政坛后将为两国合作和双边关系发展增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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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愈发正面和积极，对中国及中印

尼合作的认知更加客观、理性；同时，其中部分人对中国和平崛起还存有一

定疑虑。中国应进一步巩固印尼“Z 世代”青年的对华正面认知，同时调整

传播和互动方式，促使印尼“Z 世代”青年的中国观进一步良性化。 

在经济上，应突出中资企业在提升印尼“Z 世代”青年对华形象认知中

的主体作用。印尼“Z 世代”青年对于网络等信息科技的浓厚兴趣、在政治

参与中对于就业问题的重视展现了该人群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关注点与核

心需求，完善“Z 世代”青年对中国经济形象认知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印尼中资企业对以上需求的满足程度。在进一步强化中资企业与印尼本土

市场间正向互动的同时，应提升印尼“Z 世代”青年对中资企业及中国与印

尼经贸、投资合作的支持与信赖，压缩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威胁论”

等言论在该人群中的发酵空间。首先，中国应加大在技术领域对印尼本土市

场的投资。在企业运营中扩大技术溢出，使“Z 世代”青年切实感受到中资

企业是其学习先进科技的重要平台。其次，中资企业应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本

地化经营水平，根据实际运营情况适当为“Z 世代”青年增设就业岗位。中

方应相应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和设立项目，为在校“Z 世代”青年参与两国合

作进程搭建平台。在提升“Z 世代”青年对中印尼经贸、投资合作支持的基

础上，最大程度发挥其在政治层面塑造客观、正向对华态度的效应。 

在舆论和传播上，中国要根据印尼“Z 世代”青年的特点及关注领域重

点开展工作。一方面，中方应借助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加大对该人群的传

播力度，客观传播各种事实和真相，纠正该群体对中国的某些误解或偏见。

另一方面，基于印尼学生来华后对中国政治形象正面认知的巩固及主观上希

望更加客观、准确了解中国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意愿，中国应通过增设培训、

访学项目及相关交流活动等方式，为这些留华学生讲述在中国生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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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感受提供渠道，发挥其桥梁作用，让更多的印尼“Z 世代”青年了解真

实的中国。同时，也可在该人群中普及微信、微博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使用，

以此丰富其对西方社交媒体涉华不实信息进行识别与抵御的手段。 

在政治上，中国应对“Z 世代”青年与印尼政党间的联系多加关注。虽

然印尼“Z 世代”青年更重视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但无疑政党是该群体进

入政坛的重要平台，也是将个人理念转换为对政府政策实际影响的重要载

体。显然，“Z 世代”青年与印尼政党间的互动是影响前者政治参与形式的

重要因素。如“印尼团结党”对“Z 世代”青年颇具吸引力，在后者政治态

度与参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中国应对以该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

的政治态度多加关注，加强联系和交流，树立此类政党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在文化上，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印尼“Z 世代”青年参与两国人文交流的

规模。印尼“Z 世代”青年赴华参加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对其形

成正面的中国观具有积极影响，对此中国应根据两国关系进程与合作状况为

该人群直观感知中国搭建平台。一方面，增设该人群赴华交流学习的机会；

另一方面，以中国与印尼高校合作为依托，结合印尼“Z 世代”青年对网络

信息科技的兴趣，定期以经济、文化、教育等为主题开展线上、线下交流活

动，拓宽印尼学生参与两国人文交流的渠道，使其在人文交流中加深对中国

的客观理解并助其形成积极的对华态度。 

 

[责任编辑：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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