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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诸 侯 政
治”在地方政治中占据
主导

以 血 缘 关 系 和 世
袭网络维系的政治集团
在地方政治中占据重要
地位，“诸侯政治”是
印尼地方政治的另外一
个重要特征，其主要表
现为“政治世家”和“
世袭政治”，这在发展
中国家中也属于普遍现
象。虽然政治现代化程
度相对较高的美国也有
政治世家，如肯尼迪家
族和布什家族。但在印
尼，政治世家对政治的
影响力更大，尤其是在
地方上长期经营和掌握
庞大政治、经济和社会
资源的家族。

美国西北大学一位
学者专门研究印尼在后
苏哈托时代的地方政治
世家问题，他认为，政
治世家利用在地方上所
拥有的政党关系、社会
人员网络来谋取公职，
并能够将这些关系和人
脉 网 络 转 换 为 实 实 在
在的经济利益，并与自
己的支持者形成庇护关
系。当然，也能利用地
方权力损害其利益共同
体之外的他者的利益。
例如，万丹省原本位于
西爪哇地区，后成功于
2000年升格为省，这与
当地政治世家和地方精
英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万丹省的“教父”图巴
格斯·奇布为女儿秋西
亚于2007年当选万丹省
长动用资源。奇布家族
被认为是万丹省最具实
力的政治世家。印尼贪
腐观察组织于2013年10
月指控秋西亚利用职务
便利控制和参与了万丹
省 政 府 1 7 5 个 项 目 ， 其
资金高达1.14万亿盾（
约折合5.3亿元人民币）
。万丹省的政治世家已

经成为研究印尼地方寡
头政治最显著的案例。
印尼媒体曾梳理了万丹
省“政治世家”的人脉
关系，如万丹省省长秋
西亚是西冷市副市长查
珊娜的姐姐、又是南丹
格朗县县长艾琳·蒂亚
尼的嫂子、班德格朗县
副 县 长 哈 业 尼 的 继 女
等，丹格朗县县长阿阿
玛德是前县长伊斯麦·
伊斯罕德的儿子，旺加
锡县县长雅欣是前县长
赛勒·马纳夫的女儿。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印尼
几乎所有主要岛屿和地
区。2014年，《环球印
尼之声》曾列出了全印
尼 较 著 名 的 “ 政 治 世
家”。

“政治世家”的存
在和发挥作用为中国—
印尼经贸合作增加了复
杂性，这首先表现为不
同 “ 政 治 世 家 ” 之 间
的利益角逐所带来的政
策分歧，偏好的不同可
能会使合作项目成为各
方争议的筹码。以雅万
高铁通过的西爪哇省为
例，西爪哇省前省长阿
玛德支持自己的妻子参
与竞选2018年西爪哇省
省长职位。阿玛德此前
明确表示要选择日本系
统来建设雅万高铁。但

同时，在“雅万高铁”
所经过的普哇加达县，
其县长德迪·穆利亚迪
曾经公开表示支持“雅
万高铁”项目，并表示
愿意更改该县四个镇的
地方政府空间规划。他
也欢迎雅万高铁车厢的
生产工厂在该县落户。
穆利亚迪还参加了2018
年西爪哇省长选举，成
为4号候选人的副省长搭
档。与此同时，穆利亚
迪的妻子参选2018年普
哇加达县长职位。由此
可见，西爪哇地区存在
多个奉行不同政治主张
的阵营，这些“政治世
家”的博弈在无形中为
雅万高铁的项目推进增
加了变数。

“ 政 治 世 家 ” 的
影响力还表现为鼓动和
操纵地方“原始忠诚”
，使歧视性的制度安排
法律化，从而为中国的
投资设置诸多歧视性条
款，不利于双边经贸合
作的开展。2008年，亚
洲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报
告 显 示 ， 在 印 尼 4 7 0 个
县市当中的52个县市，
有78个地方法令被认为
是“受宗教影响的地方
法令”。这些法令未必
完全主张根据伊斯兰法
治理当地，但是确实深

受宗教理念的影响。78
个地方法令中，有50个
是在西爪哇、亚齐和南
苏拉威西实施，这些地
区 是 印 尼 刚 获 得 独 立
时“伊斯兰国”分离主
义运动所在地。印尼地
方早期的分离主义倾向
虽然也有宗教色彩和意
识形态因素，但更多是
基于对中央政府分配资
源的不满。如今，地方
势力可以充分利用宪法
赋予的地方权力来落实
和强化自己的主张。

一 个 典 型 的 例 子
是日惹地区，该地区位
于中爪哇并历来由当地
苏丹统治。该地区的首
长目前是第十世苏丹，
其家族已经世袭统治该
地区数百年，是一种具
有“王室”特征与传统
合 法 性 的 地 方 政 治 世
家。该地区至今仍然实
施禁止华裔拥有日惹地
区内的土地的法令，无
论其是否为印尼籍。这
个充满歧视的法令专门
针对华裔。虽然引起了
诸多争议，但是日惹政
府拒绝撤销该法令。印
尼当地的华裔穆斯林把
这个议题申诉到印尼人
权委员会，仍得不到妥
善解决。

在后苏哈托时代，

印尼在中央—地方关系
上的变动和调整还有更
为深远的影响。21世纪
以来印尼实行的“权力
下放”显著强化了地方
主义，甚至出现了要求
根据种族和宗教身份重
新划分行政区的声音。
例如，穆斯林占多数的
地区哥伦打洛就要求重
新 划 分 行 政 区 ， “ 脱
离 ” 北 苏 拉 威 西 省 。
作为哥伦打洛人的印尼
前总统哈比比也支持这
个要求。这可以被理解
为“原始忠诚”理念转
化成政治力量，要求地
方扩权的典型案例。

前 往 印 尼 投 资 的
中国企业面临着与中国
截然不同的国情和社会
观念。在这里，地方主
义 的 势 力 甚 嚣 尘 上 ，
以“政治世家”为代表
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
歧视华裔的制度性坚冰
依然存在，在这样的环
境中，仅仅依靠中央政
府的合作承诺远不能解
决问题。地方的利益并
不一定符合国家整体利
益，在很多时候，国家
整体利益甚至需要让位
于地方的特殊利益，甚
至让位给地方权威人物
的个人利益。

三、中央—地方关
系视角下双边经贸合作
面临的经济风险

印尼的中央—地方
关系在政治层面主要是
保障地方权威人物的参
政权以及地方传统政治
整合方式的延续，尽管
这与民主政治时代的要
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中
央—地方关系在经济层
面对地方利益的考虑则
更为关键，这直接关系
到地方政治世家和不同
族裔民众的切身利益。
概 括 而 言 ， 中 央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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