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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美国经济不景气和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的背

景下，印尼经济却逆势而上，成就斐然，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连续 8 年保持在 5%—6%的水平，成为地区乃

至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2011 年印尼国民经济实现了

6.46%的增长率，创 15 年来最高增速，是东南亚经济增

长最快的国家，并且位居全球第三位。2012 年印尼经

济将继续保持稳步发展态势，预计全年国民经济增长

率 6.7%，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

过 1750 亿美元。推动印尼经济走强的因素很多，兴旺

发达的旅游业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迅速发展的旅游业

印尼旅游业起步较晚，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

来发展迅速，外国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与年递增。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

汇收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商业、酒店

业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带来了生机，而且解决了大批

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

济的一项支柱产业。旅游部门直接吸收的劳动力人数

占全国总劳动力的 3%，而间接吸收的劳动力人数达到

8%。2010 年，印尼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

9.1%，提供了 890 万个就业机会［1］。

在 1983—1989 年期间，赴印尼旅游的外国旅游者

人数以年均 15.6%的速度增长，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

人数由 1983 年的 64.4 万人增加到 1987 年的 106 万

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8 年的 130．1 万人和 1989
年的 162 万人。旅游业直接创汇也由 1983 年的 4．4 亿

美元上升到 1988 年的 10.6 亿美元和 1989 年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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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进入 90 年代以后，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勃勃

生机。1990 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 217 万人，旅游外汇

收入 18．9 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33.9%和 47.3%。

1991 年印尼政府举办“1991 年印尼旅游观光年”，欢迎

世界各地游客到印尼观光旅游，结果当年到印尼旅游

的外国游客达到 250 万人，外汇收入 25．2 亿美元，首

次超过橡胶业，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纺织成衣和胶

合板业的第四大创汇行业。1992 年和 1993 年，印尼吸

引外国游客分别为 320 万人和 340 万人，外汇收入进

一步上升至 32.7 亿美元和 36．4 亿美元。1994 年到印

尼观光的外国游客突破 400 万人大关，超过政府原定

的 390 万人目标，外汇收入 46 亿美元，比 1993 年增长

17.8%。1994 年 12 月 31 日，印尼政府宣布 1995 年为

“印尼共和国独立半世纪之年”，旨在进一步提高印尼

观光旅游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印尼观光。

1995 年印尼吸引外国游客 450 万人。1996 年印尼获得

旅游业外汇达到最高点，共 62 亿美元。到印尼旅游的

国外游客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利

亚。国外游客在印尼的停留时间平均为 12 天，超过大

多数亚洲国家。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消费是逐年提

高的，1990 年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平均消费额为

966.81 美元，平均每天 81．79 美元；1994 年每个外国游

客的平均消费额提高到 1 194．43 美元，平均每天

115．63 美元。

1997 年以后先后受到金融危机、政局动荡、恐怖

爆炸事件、“非典”等不利影响，旅游业发展缓慢。苏西

诺总统执政后，印尼国内政治稳定，治安好转，刺激旅

游业的复苏。2006 年外国游客达 500 万人次，外汇收

入 45 亿美元。2007 年外国游客人数创 10 年新高，达

550 万人次，给印尼带来 53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2008
年印尼入境游客总数达 643 万人次，比 2007 年增加

13.24%，虽然没有达到“2008 印尼观光年”所预定的

700 万人次指标，但却取得了 75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同比增长 41.5%，增加了 22 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2］。

2008 年 12 月份 14 个城市星级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平

均达 49.69%。2009 年入境游客总数仍达 640 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 64 亿美元，证明阻碍印尼旅游业增长因

素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炸弹案及地震等并没有影响印

度尼西亚的旅游业。印尼文化旅游部提高了 2010 年度

接待外国游客的指标，从 2009 年的 650 万人次提高到

700 万人次，外汇收入 70 亿美元。据印尼中央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2010 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达 700.2
万人次，较 2009 年增幅 10.74%，旅游外汇收入 76 亿

美元，较 2009 年增长 20.63%。2010 年 12 月在全国

17 个省星级酒店住房率平均为 53.84%，较 2009 年的

52.53%提高 1.31 个百分点，达到 2010 年政府计划目

标 ［3］。印尼政府 2011 年的目标是接待 770 万外国游

客，比增 10%，旅游外汇收入 84 亿美元［4］。尽管全球经

济正遭受危机冲击，但仍未影响外国游客到印尼旅游

的兴趣，且有一直增加趋势。2011 年印尼成功吸纳外

国游客 765 万人，旅游外汇收入 85 亿美元，旅游收入

增长率达 8.5%，居国家外汇收入的第五位。2012 年印

尼旅游业仍将保持快速发展，计划接待国际游客 800
万人次，将带来约 9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二、政府的政策措施与旅游业发展

趋势
旅游业是印尼非油气行业中的第二大创汇行业，

还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得到印尼政府的大

力扶持。政府长期重视开发旅游景点，兴建饭店，培训

人员和简化手续。印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

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更多地得益于政府为

发展旅游业而采取的有效的政策措施：

1. 简化手续

1983 年 4 月印尼政府做出关于东盟、欧洲共同体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逗留 2 个月以内的，进入印尼

可免签证的决定。到 1993 年底为止，印尼政府已先后

宣布对 45 个国家的游客免办签证，这些免签证的游客

占印尼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 90%以上。同时，为促进旅

游业发展，印尼政府还给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罗

马尼亚、巴拿马、捷克、斯洛伐克等在内的 11 个国家的

旅游者提供落地签证的便利。截至 2010 年底印尼已向

64 个国家提供落地签证的便利措施。近年来，东南亚

移民政策明显放宽，东盟成员国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

在成员国之间旅游，签证手续的简化也大大吸引了区

域外的游客。

2. 积极发展国际航空事业，并开辟新航线

从 1984 年开始，印尼国营鹰记航空公司开辟了国

际航线，目前该公司已同世界上的 28 个城市有定期的

航班往来业务。此外，印尼还允许 28 家外国航空公司

开通至印尼的航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国游客，印尼

1989 年就宣布开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棉兰的波罗尼西国际机场、巴厘的乌拉莱国际机场和

万鸦佬的萨姆拉杜朗宜国际机场。从 2001—2006 年 5
月，印尼政府投资在泗水兴建尤安达新机场，新机场每

年能容纳 600 万乘客。目前正在建设第二期工程，待工

程竣工后，估计每年能容纳 1500 万乘客。印尼另外一

个旅游热点龙目岛，岛内新的国际机场也已经动工，预

计将于 2012 年竣工。到 2006 年年底，印尼全国共有民

用机场 190 个，其中 27 个国际机场，163 个国内机场。

印度尼西亚有 5 大机场，雅加达附近的苏加诺—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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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为国内最大机场，此外还有泗水的尤安达机场、锡

江机场、巴厘岛登巴剎机场及棉兰波罗尼亚机场等。主

要航空公司有鹰记 Garuda、鸽记 Merpati、狮航 Lion、

曼达拉 Mandala、亚旦姆 Adam 等。2005 年国内客运量

5 934 万人次，国际客运量 2 232 万人次。2008 年雅加

达、泗水、巴厘岛等 5 个主要空港国内客运量 2 101 万

人，国际客运量 662 万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年

客运量已从 2 300 万人次上升至 2010 年底的 4 300
万人次，泗水尤安达机场年客运量从 1 200 万人次增

长至 1 600 万人次，巴厘岛乌拉莱机场年客运量从

800 万人次提高到 1 100 万人次［5］。

印尼不断开辟新的航线和开发新的旅游目的地促

进了旅游业发展，使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未

对印度尼西亚旅游业造成大的影响。鹰记航空公司开

设的新加坡—日惹直航使得游客能够在两个小时内直

接飞抵爪哇文化的发源地；亚洲航空廉价航班增加了

由新加坡和吉隆坡飞往印尼许多二级旅游目的地的航

线；巴厘和爪哇新开辟的豪华精品酒店和度假村，最新

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如印尼西部苏门答腊岛的北苏门

答腊省正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相邻国家

建立稳固的区域航空联系。同时，鹰记航空公司每天 9
趟的定期航班使游客只需两小时就可由雅加达直接飞

抵北苏门答腊省的省会棉兰，这几乎就是短程往返航

线。所有这些都使得旅游业专家们即使是在全球经济

低迷的情况下，也看好印尼旅游业今后的增长形势。为

吸引欧洲游客，印尼 2010 年推动欧盟解除了对印尼的

禁飞限制，印尼已在 2010 年 6 月恢复了飞往欧洲航线

的服务。

3. 兴建旅游宾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印尼政府最近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

旅游宾馆。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两座新的五星级酒

店———万豪酒店（JW Marriott hotel）和巴厘岛瑞士大

酒店（Grand Swiss Belhotel）于 2009 年投入使用，使

得这座充满活力的会展之城可提供的五星级酒店房间

数达到 1 410 间，四星级酒店房间数量达到 1 702 间。

印尼全国目前共有 623 家国际标准的宾馆酒店，其中

29 家为五星级，51 家为四星级，客房总数 57 389 间。

印尼已在全国建立 35 所旅游学院、60 所旅游中等专

科学校以及 30 多个旅游和饭店员工培训中心，旨在为

旅游部门输送合格的人才，提高服务质量。旅游业在

2011 年已成为印尼的第五大经济支柱产业，全国有

800 万人在旅游部门就业，其中 55%就业于宾馆、酒

店［6］。

4. 与周边邻国开展旅游合作

2010 年印尼接待 700 万外国游客，其中 113 万游

客来自新加坡，103 万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计划重点加

强与东盟邻国的旅游业合作，吸引更多泰国、菲律宾、

越南游客到印尼旅游，东盟 10 国到印尼旅游的人数

由 2010 年的 250 万提高到 2011 年的 320 万，增长

30%［7］。在具体国别方面，印尼已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达成协议，共同投资 5.7 亿美元，将三国沿海地区开发

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成“东方加勒比旅游区”。印尼

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协商，建立具有协调

功能的常设旅游联盟机构，以加强三国旅游业之间的

相互合作、联合促用和共同开发。历史上印尼与缅甸在

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方面曾经有过良好的合

作，根据 1951 年签署的两国友好投资协议，印尼把缅

甸定为自由友好国家，两国建交已有 60 年。从 2005—

2006 年度开始，印尼、缅两国贸易开始增长。2008 年

印尼向缅甸出口 2.103 4 亿美元，缅甸向印尼出口

0.283 5 亿美元。根据缅甸投资委员会的数据，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外国在缅投资 150 亿美元，印尼在

缅有 12 个投资项目总价值 2.414 97 美元，占外国对

缅投资第九位［8］。但两国在贸易和旅游方面的合作仍

然太少，至今两国还没有银行直接业务，也没有直接运

输、直接通航。每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总数超过

600 万人次，其中只有约 2 500 人来自缅甸。为了促进

两国旅游业合作，两国关于贸易和旅游业研讨会 2009
年 6 月底在缅甸仰光举行，该研讨会旨在探讨进一步

促进两国之间贸易商业联系，加强旅游业交流与合作

的可能性。双方商定，将共同推进巴厘岛———额布里海

滩———维桑海滩旅游线路，促使印尼婆罗浮屠和缅甸

帕敢这两个佛教圣地成为友好城市，开通两国直航，以

及促进其他合作方式等。印尼与缅甸签订了旅游合作

协定，准备帮助缅甸培训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

人员，进而推动两国的旅游合作。印度尼西亚政府即将

开通雅加达至河内的航班，以推进与越南之间的旅游

业发展。目前，每年到印度尼西亚的越南游客 2.5 万

人，而到越南的印度尼西亚游客 4 万人。印度尼西亚对

越南的风土人情了解很多，但是很多越南市民，尤其是

学生并不了解印度尼西亚。2010 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以庆祝双边建交 55 周年为契机，加强旅游推介。此外，

印尼 2009 年初与迪拜的开发商毅马（Emaar）签订了一

份项目协议，准备在龙目岛的南部修建一个投资额达

6 亿美元的度假村。

5. 印尼的旅游业近些年由于一系列的灾难受到

重创，包括 2002 年的恐怖炸弹袭击，伊拉克战争引发

的攻击西方人的担心，SARS 的爆发以及本国政府新

通过的签证限制等。作为振兴旅游业的计划之一，印尼

政府正在尝试推动传统旅游市场的促销活动。营销市

场的重点放在吸引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澳洲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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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游客。这项旅游业复苏计划首先从临近的地区做

起，转而发展到其他的市场，如欧洲，上述的国家也是

前几十年来印尼旅游业的主要客源。为实施复苏计划，

旅游部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包括 5 个负责不同市

场的小组。每个小组要组织一系列的诸如参与旅游展

览会的活动。2006 年这些活动的预算为 500 亿印尼盾

（609 万美元）。2007 年印尼旅游部门投入的推介资金

1 000 亿盾，2008 年“印尼旅游观光年”增加 50%达到

2 000 亿盾。2009 年印尼重点加强对澳洲、中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韩国、东欧及中东等国的旅游促销活动。

此外，世界各国游客对印尼的安全形势还有担心。随着

近年来印尼政府反恐措施的不断深化，逮捕了一些印

尼恐怖组织的头目或主要成员，成效十分明显。印尼警

方多次表示，有能力确保印尼主要旅游景点的安全。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将投入 1.99 万亿印尼盾，

推动全国各地旅游业和创意经济的发展。从 2012 年开

始，印尼旅游将朝向绿色创意旅游业发展，印尼多姿多

彩的自然景观，将集绿色生态游、民俗风情游、观光、休

闲、探险等为一体，重点在突出环保意识举措。为了落

实“绿色创意”理念，政府旅游部将与地方省、市、镇属

下旅游区密切配合，共同推行各地旅游特色并落实旅

游目标，由此可推动有关区域旅游和本地经济振兴与

发展。

印尼虽已跻身于世界 20 大旅游强国的行列，但仍

远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泰国和新加坡，即使与马来

西亚相比也有不少差距。据新加坡旅游局发布的报告，

新 2011 年接待外国旅客创 1 320 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同比增加 13.4%；外国旅客消费额创 222 亿新元的历

史记录，同比增长 17%［9］。马来西亚近年来旅游业走势

看好。2010 年，马来西亚旅游业总收入 565 亿林吉特

（约合 190 亿美元），比 2009 年的 534 亿林吉特增长

5.8%；来马游客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2 460 万人，比

2009 年的 2 360 万人增长 4.2%［10］。预计到 2020 年马

来西亚游客总数将达到 3 600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1 680 亿林吉特的目标。泰国已成为世界十大旅游市

场之一，2009 年接待外国游客 1 415 万人。2011 年泰

国虽然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但来泰旅游的外国游客

持续增加，全年游客人数达到 1 850 万人次，旅游外汇

收入超过 7 000 亿铢，这一数字远远高出 1 590 万人

的预定目标［11］。泰国正在推动“神奇泰国”旅游计划，

预计在未来 5 年内将为泰国创造 2 万亿泰铢的收入。

印尼正在采取新的措施，推动国内旅游业的发展。

印尼政府提出今后开拓旅游业的几项新举措：加强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旅游意识；增建旅游设施，

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增设新的旅游项

目，发展会议旅游和海洋旅游；加强旅游专业化，等等，

印尼政府计划在 2025 年前开发 50 个国家级旅游景

区。同时，印尼各地政府部门将积极挖掘本地区旅游资

源潜力，提升旅游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而推动印

尼旅游业再上新台阶。由于 2011 年预定的外国游客

770 万人次和外汇收入指标已达到，因此 2012 年到印

尼的国际游客指标提升为 800 万人次，比 2011 年增长

3.89%，外汇收入 89 亿美元［12］。印尼政府希望最终能

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

三、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旅游业
方面的合作

中印尼外交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断，印尼

来华的旅游者甚少。1990 年 8 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

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旅游业合作的大门

也被打开。1990 年印尼来华旅游者为 5.52 万人次，比

前一年增长 105%。2005 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双方在基础设施、农业、矿业、渔业、旅游业等领域

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 年 3 月，苏西诺总统访

华，中印尼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在旅游领域，双方认

为两国在旅游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鼓励两国相关机构

包括私营部门加强合作，增加互访游客人数，扩大对旅

游业的投资，为两国游客提供便利［13］。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潜力巨大，中国游客是印尼旅

游业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印度尼西亚特别注意吸引

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为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赴印尼

旅游，印尼政府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着力提高印尼旅

游资源在中国民众中的认知度，同时推动印尼人民与

中国民众的民间交流与往来。

在旅游签证方面，印尼政府尽量给予中国游客最

大的便利。中国公民只要护照的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

就可以在印尼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申请落地签证。7
天的签证费用为 10 美元，如果想做深度游，还可花 25
美元申请 30 天的签证。中国游客从 2005 年 8 月 1 日

起获得在印尼落地签证的便利。印尼还在考虑与其他

东盟成员国协商，加快东盟统一签证的实施。一旦东盟

主要旅游国家的签证实现统一，中国游客就将可实现

“一签游遍东南亚”，无疑将大大方便中国游客。

在航空业方面，2008 年 1 月印尼鹰记航空增开 30
个国际航班，其中北京—雅加达航线增开 12 个航班，

广州—雅加达航线增开 12 个航班，上海—雅加达航线

增开 6 个航班。印尼鹰记航空公司还改用 A330 宽体

客机来提高运力。特别是为了提高雅加达—北京航班

的服务，鹰记航空从 2010 年开始在这条航线上采用更

大型的，机身也更宽广的空中巴士。为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来访，鹰航从 2008 年 12 月 20 日起开通了巴厘岛和

上海间的直飞航班。为落实政府提出的要在 2014 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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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100 万名中国游客的计划，也为了满足中国各地居

民前往印尼旅游的需要，鹰航公司目前正探索开通至

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航班的可能性。除鹰航外，印尼的

狮航和巴达维亚两家航空公司也开辟了北京、广州和

上海至印尼的航线。印尼政府认为需努力改善旅游环

境，设法提高中国各大城市前往巴厘岛的直接航线，尤

其加强中国有潜力城市与印尼间的航线服务。2012 年

1 月，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省长在万鸦老举行的东盟旅

游论坛上表示，印尼私人航空公司巴达维亚将于 2012
年 1 月 22 日开通中国广州至北苏拉威西省省会万鸦

老的航线，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这个举世闻名的“潜

水天堂”旅游。

印尼还利用各种方式来推介旅游业。为宣传本国

旅游资源，印尼政府 2007 年开通中文版旅游咨询网

站，在广州设立旅游咨询中心，并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

旅游推介活动。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印尼将推广中文会

话培训，争取使酒店员工能够用简单的中文与中国游

客沟通。2008 年 4 月 1 日中国工商银行与印尼文化旅

游部在雅加达签署合作协议，为持有 ICBC 银行卡的

中国游客赴印尼旅游办理签证及食宿提供便利。2009
年 4 月 3 日，印尼文化旅游部与中国工商银行续签了

合作备忘录，以继续双方在推动中国游客赴印尼旅游

方面的合作。根据该备忘录，印尼文化旅游部将继续为

工行信用卡持卡人在印尼旅游、入境签证及消费等方

面提供便利与优惠，而工行将帮助印尼在中国市场持

续深入地宣传印尼旅游文化。根据双方规划，2009 年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展“赢大奖游印尼”活动，

工行的持卡客户可以参与一系列的有奖问答等活动，

并有机会赢取免费赴印尼旅游的大奖。通过与印尼文

化旅游部等部门和机构的合作，中国工商银行已成为

印尼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桥梁、金融桥梁和文化桥梁，帮

助印尼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游客。

印尼政府相关机构已经连续数年在中国举行旅游

展示活动，加快向中国具有潜力的大城市推销印尼旅

游业。印尼驻中国大使馆于 2008 年 9 月与印尼其他政

府部门，如文化旅游部、贸易部出口发展机构、投资统

筹机构以及印尼一些地方政府合作，在北京举办“印尼

周”宣传活动。“印尼周”活动重点宣传印尼的文化及旅

游，同时宣传印尼贸易投资方面的有关政策。为吸引中

国游客到印尼旅游，印尼还特别在上海举办了旅游展

览。上海游客每年到印尼旅游的人数达到了 6 万人次，

主要目的地是印尼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印尼最大

国有航空公司鹰记航空公司（Garuda Air）在中国大力

宣传 2008 印尼旅游年。鹰航总经理表示，随着中国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旅游。中国

游客来印尼度假的潜力非常大，很多中国游客喜欢到

巴厘岛旅游，印尼应抓住机遇，大力宣传 2008 年印尼

旅游年，推出一系列新的旅游产品和配套服务，争取

2008 年吸引 30 万名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目前，鹰航

在中国各分公司已经准备好一些推介活动，如“好客的

印尼”和“印尼之旅”宣传活动、安排记者每月按不同主

题对印尼进行宣传报道、举办中印尼高尔夫球赛等。鹰

航与中国旅行社合作，推出适合中国游客需求的服务，

并增加航空常旅客的里程积分。2011 年 5 月，150 位印

尼官员、企业家、旅游业者和华社人士来到厦门，举办

印尼投资、贸易及旅游促进论坛会，向厦门及闽南地

区推介印尼旅游投资机遇，厦门和印尼 2010 年双边

贸易额达 9．5 亿美元。2011 年印尼向中国公民推销文

化生态旅游以及会议、奖励与展览活动旅游，除进一

步向中国游客展示印尼文化旅游、自然风景外，亦希

望随着印尼与中国商业往来的成长，吸引更多中国商

务会议在印尼举行，推动印尼商务旅游发展。2011 年

9 月，鹰航与我国最大的线上旅游服务商携程网合作，

为中国游客赴印尼旅游提供更多出游选择。为了增强

印 尼 的 接 待 能 力 ， 鹰 航 通 过 旗 下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Aerowisata 成立了“鹰航假期”公司，与携程的出境度

假游部门全面合作，首先主打深受中国游客喜爱的

“巴厘岛自由行”产品，并计划在京沪穗三地成立办公

室。目前国内赴巴厘岛等印尼游基本是团队游，与鹰

航假期的合作，可以提供不同组合的包括接送、住宿、

手机租赁、冲浪、潜水等 70 多种产品的一站式散客服

务，以全面满足国内需求。两企业共同开发中国出境

游散客市场，有可能在 3 年内把中国赴印尼游客从

2010 年的 50 万增加到 100 万。

借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推广印尼旅游业是印尼助

推与中国旅游业合作的又一举措。2010 上海世博会，

是印尼第二次出资在世博会上建馆，同时也是印尼在

世博会上投入最大的一次。印尼希望通过世博会展示

本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多元化的文化和人文景

观。印尼馆展示许多印尼的特色，从自然生态到民族文

化。希望通过世博会，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尼，吸引他

们到印尼观光旅游。

随着近年来中国和印尼两国在经贸方面的频繁交

往，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相关各方不断努力促

销，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旅游业合作也取得明显成效。

2002 年印尼接待中国游客 3.668 5 万人，2004 年中国

游客到印尼旅游的人数达到 15 万人次，比前 2003 年

增长 54.6%。2006 年中国赴印尼游客为 10.8 万人次，

而印尼赴中国的游客为 20 万人，2007 年到印尼旅游

的中国游客突破 20 万人次，印尼实现旅游收入 2 亿美

元。中国游客在印尼的主要停留地点是首都雅加达和

旅游胜地巴厘岛。 （下转第 40 页）

吴崇伯：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发展及其与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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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1 页） 2008 年到访印尼的中国游客

已达 33.2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01%［14］，超过 2008 年

吸引中国游客 30 万人的目标。2009 年约 30 万人次中

国游客到印尼访问，而访华的印尼游客超过百万。
2010 年 4 月 13 日是中—印尼两国建交 60 周年，这为

两国带来不少游客。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成，推动中国—印尼两国在旅游业方面

的合作朝深层次发展，2010 年到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

46.936 5 万人［15］。2011 年印尼希望吸引的中国游客能

从前一年的 42 万人提高到 53 万人［16］。印尼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在印尼 2011 年吸引的 765 万外国游客

中，中国游客近 47 万人次，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

冯慧兰称，印尼计划增加和中国主要城市之间的直飞

航班频率，争取在 2014 年完成年吸引中国游客 100 万

人次的目标［17］。中国已成为印尼第四大旅游客源国，

巴厘岛则是中国游客到印尼旅游的首选地。2011 年 3
月，到巴厘岛的中国游客总数就已超过日本，名列第

二，仅次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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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制”资产评估教育培养体

系，提高我区资产评估行业从业人员的执业能力和职

业道德水平。三要加强与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相关高等

院校（如广西财经学院）的联系，创新后续教育培训模

式，快速提升我区资产评估行业队伍素质，实现资产评

估业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战略。

（七）对有条件的评估机构试点“母子公司”的集
团管理模式

在 2010 年 11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评估

机构母子公司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2010］347
号），鼓励证券评估机构集团化发展，采用母子公司经

营模式，增加评估机构的竞争力。评估机构以母子公司

建立跨区域、跨专业的服务体系有利于资产评估机构

迅速扩大规模，在机构内部可以完善执业标准，提高执

业质量，促进资产评估机构人才的培养。但资产评估机

构通过母子公司方式在做大规模的同时，面临管理难

度和风险也会增加。评估机构应利用建立母子公司经

营模式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强化质量控制制度，

增强评估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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