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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 西 亚制造工 业存在的 问题分析

陈 宁

自劝 年代末以来
,

印度尼西亚经济取得了较为稳定
、

快速的发展
。

以 1卯3 年价格计算
,

1男 8 至 1卯 1年
,

经济年均增长 9
.

0%
,

1卯 1至 l奥洲年年均增长 7
.

3%
。

这一成就的取得
,

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工业的发展
。

1988 至 l男1年制造业年均增长 11
.

t %
,

1卯 1至 1望辫 年年均

增长 or
.

7%
。

与此同时
,

制造工业品取代石油和天然气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
,

l卯5 年其占出口

总值的比重从 198 1年的 or
.

6% 上升至 麟
.

6%
。

但是
,

自 1卯3 年以来
,

印尼制造工业品的出口

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

1986 至 1男2年年增长率曾达 30 %
,

1卯3 年降至 19 %
,

l , 辫 年再降至 8%
,

1卯5 年回升至 10 %
。

印尼制造工业品出口主要靠纺织
、

成衣
、

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

而这些

产品的出口连年下降或增长放慢
,

导致了整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增长率的下降
。

这一趋势的出

现固然有国际市场孺求方面的因素
,

但是印尼制造工业本身的竞争力相对下降是个重要原因
。

本文拟着重分析阻碍印尼制造业竞争力提高的国内诸因素
。

首先
,

实施离保护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阻碍制造工业的发展
。

印尼发展外向型工

业的起步比周围邻国晚很多
。

80 年代中期印尼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改变对石油和天然气出 口

的严重依赖
,

鼓励发展制造工业品的生产与出口
。

这些措施包括减少非关税壁垒
,

尤其是改

进 口 限额为进 口关税
,

降低关税保护水平
,

对出口企业实施免税和 出口退税制
。

但是
,

尽管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印尼的进 口保护 (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和对出口的某些限制措施仍

然存在
,

其制造业的内向程度仍然很高
。

当然
,

印尼近年来已采取一些降低关税的措施
,

如

1996 年初的降低关税
,

使其关税水平从原来的 15
.

1% 降为 14
.

2%
,

但是
,

诸如汽车等工业

仍然享受很高的保护税率
。

实施较高的保护不利于创造国内的市场竞争环境
,

从而制约企业

生产效率的提高
,

使其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

在这种高保护的体制下
,

企业缺乏 自身设计

和开发的积极性
,

因此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性很强
。

当前影响国内市场竟争机制发育的限制还

有 : 私人垄断 (如水泥
、

胶合板
、

纸张
、

化肥 )
、

价格控制 (如水泥
、

糖
、

大米 )
、

审批控制

(如胶合板
、

零售业 )
、

执照颁发控制 (如丁香销售
、

面粉厂 )
、

公共部 门的垄断 (如钢铁
、

化肥
、

油品 )
。

其次
.

产业间的联系效应缺乏
。

印尼的制造工业虽然有较大的发展
,

但是 目前仍基

本上处于组装和原材料加工阶段
。

尽管也引进外资建立制造业企业
,

可是部门之间
、

产业之

间的联系较少
。

引进的技术未能转移到经济的其他部门
。

这就使得印尼的制造业部门缺乏前

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
,

相关产业的发展无法得到带动与促进
。

实际上
,

在印尼的电子和电

器业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是有很大潜力的
。

只要提高产品质量
,

本地零部件厂家可以提供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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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所需的大量中间产 品
。

这需要政府在技术升级
、

标准化
、

检测
、

人力培训和财政支持

等方面提供帮助
。

再次
,

人力资源开发滞后
。

工业化的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升级
,

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和大批较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

应该说
,

印尼对初等教育的普及是 比较重视的
,

199 4

年 9 月把义务教育的年限从 6 年延长到 9 年
,

并 11 较贡视提高教学质量
。

但是
,

教育的发展

还是满足不了工业发展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需要
。

1990 年的就业人 口 中
,

74 % ( 197 1

年为 92 % ) 仅受过初等或初等以下的教 育
,

25 % ( 19 71 年为 7
.

7 % ) 受过 中等教育
,

只有

1
.

6% 受过高等教育
。

尽管印尼在提高全 民教育水平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就
,

但是 当前大部分

劳动力仍属非熟练工人
。

这样的劳动力构成
,

表明印尼 Lj前的 比较优势仍在非熟练的劳动密

集产业
,

要向高技术产业过渡仍有困难
。

在高等教育方面
,

大学生构成也存在问题
。

198 9一

90 年度
,

公立大学在校生只有 34
.

2% 学习理
一

工科
。

19 90 年私立大学理工科学生 比例虽然高

些 (为 55 % )
,

但是毕业率却大大低于公立大学
〕

19 89 年公 立大学理工科毕业生只有巧 (烈〕

名
,

而且毕业后大部分在政府部门而不是在工业部门工作
。

最后
.

研究与开发能力缺乏
。

印尼也采取措施促进研究与开发工作
,

但是 比起发达

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
,

其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 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低得多
。

印尼 19叫年此比例为 0
.

16 %
,

而 1992 年新加坡为 1
.

3 %
,

韩国为 2
.

2%
。

与日本和韩国不

同
,

印尼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
,

并且主要在国有研究与开发机构中进行
。

印尼工贸部设有工业研究与开发局
,

其属下有 9个研究与开发研究部门为各类制造工业

提供服务
,

5 个工业研究与开发和测试中心
,

以及 or 个地区检测实验室
。

这些是国家最重

要的研究与开发机构
。

它们设立的目的在于从事科学研究
、

技术推广
、

情报咨询
,

产品质量

标准化检测服务
。

印尼科学院以及技术评估和运用局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
。

印尼科学院建于

1967 年
,

现有 19 个研究与开发中心
,

其中只有技术科学部和 基础科学部属下的中心能为制

造工业企业提供服务
。

技术评估与运用局建于 197 8 年
,

其任务是组织科学家和工程师评估
、

消化和利用技术
,

尤其是制造业技术
。

但是这些机构普遍面临资金不足
、

人员短缺
、

设备陈

旧等困难
。

研究与开发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很少
,

不能形成合力
。

工业研究与开发局提供给下

属中心的经费不足
,

因此这些中心的人员培训也就难以开展
。

这些政府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由

于工资水平较低
,

一般不容易吸收到素质较高的工程
、

科研人员
。

它们向企业转移技术的收

人只有一小部分归研究中心所有
,

因此它们也就没有转移技术的积极性
。

资金不足
、

设备陈

旧严重影响科研与开发工作
,

造成这些机构普遍未能向私人企业提供适用的技术
,

也无法提

供有关如何充分利用企业 已购置的设备的技术咨询服务
,

或提高产品质量所需的质量检测服

务以及技术情报服务
。

因此它们与制造业厂家并没有建立经常
、

有效的业务联 系
。

这样一

来
,

制造业厂家也就缺乏革新和升级的能力
。

针对上述问题
,

印尼不少学者提出
,

印尼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力和资源以及货币贬值来维

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出口
。

印尼的劳动工资增长已超过生产率的提高
,

其生

产成本实际上已无法与中国
、

越南和南亚国家竟争
。

印尼应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
,

向技术密

集
、

高增加值的产业发展
,

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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