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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汇率只有每月3％
。当然许多客户把钱存
入该银行，包括陆军军
官。

政 府 责 成 后 勤 署
监管糖和大米等重要生
活资料，如采购和从政
府申请资金。这些资金
的一部分被存入了这家
银行。这两个机构的领
导人都得到了很大的利
益。后勤署高级官员受
益于达尔玛经济银行提
供的高息，而达尔玛经
济银行的业主则获得大
量的额外资金，以进行
更多的投机活动再从中
获益，尽管做贸易风险
要大得多。 

苏哈蒂曼和几个亲
台的贸易商如马兆龄、
黄亚禄等一起，建立了
印尼商务中心。通过此
印尼商业中心的渠道从
台湾引进了2000万美元
的贷款。显然，这笔贷
款包含了条件。条件是
印尼共和国必须反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
国。印尼共和国既不反
对，也不支持。为此，
台湾的减少原先的承
诺，贷款额下调到1000
万美元。

所 有 这 些 活 动 都 有
政府的参与或政府提供的
方便，但目的并非国家经
济的发展，而是苏哈蒂曼
的个人财富。1968年底，
达尔玛经济银行倒闭，存
入此银行周转的钱化为乌
有。苏哈蒂曼遂被捕。后
来才知道，6000万美元被
存入其他银行，即宇宙之
光银行。但宇宙之光银行
也无法偿还此金额。 

此 时 国 会 已 经 批 准
了有关外商国内资本的法
律。此1968年6号法于1968
年7月3日生效。他被视为
强化总统第10号令的一项
法律。此法满足了一些政
治人物排除华侨办企业的
要求。所有参与贸易的外
国 人 的 国 内 资 本 必 须 于
1977年关闭，所有从事工

业的外国人的国内资本必
须于1997年关闭。 

很明显，所谓外国人
的国内资本所指的就是在
印尼定居的华侨的资本。
于是出现了类似于自印度
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时代便
有 的 倾 向 ， 即 以 “ 原 住
民”商人取代华侨商人。
显然也可以推断，这里所
强调的华侨的“外国”身
份 将 随 着 入 籍 过 程 而 消
失。 

但是政府并不想简化
入籍过程，而是要复杂化
它。苏哈托政府还单方面
取消了已经以中国印尼两
国的换文批准的双重国籍
条约。

政 府 还 以 安 全 为 借
口，阻止在1949年至1951
年时期已拒绝入印尼籍的
华侨的孩子在满18周岁时
获得印尼国籍。这违背了
在 双 重 国 籍 条 约 上 的 规
定。苏哈托政府觉得有必
要“筛选”，以确保那些
想要成为印尼公民的人不
会带来扰乱安全的问题。
这个政策导致入印尼籍的
过程复杂和昂贵，且耗时
长达2年。 

当 然 ， 并 非 所 有 华
侨都必须经过复杂的过程
和“筛选”。许多亲台湾
的华侨商人，却能快速获
得印尼国籍。显然，“筛
选”是政治化的。如果有
关的人表现亲中国大陆，
则一定被拒绝。实际上，
并非所有的亲台华侨对印
尼 的 经 济 发 展 都 是 积 极
的。相反，许多人还涉及
损害国家经济。

前面提到的印尼商务
中心显然是帮助亲中国国
民党的华侨商人入籍的机
构。通过印尼商务中心，
申请人并不需要直接介入
复杂过程。司法部正式宣
布，印尼商务中心必须有
这功能，并刊登在印度尼
西亚日报的中文版上。

印尼商务中心开始积
极扩大中国国民党在印尼
的影响力，举行庆祝双十

节活动。甚至蒋介石的诞
辰也开始在雅加达庆祝。 

1969年4月，印度尼
西 亚 日 报 中 文 版 开 始 刊
登 华 侨 台 湾 新 闻 社 的 版
面。1969年6月，台湾贸易
代表团抵达雅加达，在杨
汉祥家里举行了欢迎招待
会。杨汉祥是阿里•穆托
坡将军所领导的“特别行
动队”的华人成员。在举
办雅加达博览会时，台湾
有很大的展台，有很多高
级政府官员去参观。

 
这一切都表明，苏哈

托上台后，在印尼的亲中
国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得到
了执政的将军们的大力支
持。台湾从这发展变化中
享受了经济和政治等各方
面的优惠。 

但 在 1 9 7 0 年 以 后 ，
亲 近 台 湾 的 势 头 有 所 减
弱。国际政治发展有了新
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地位开始上升，更受到国
际社会的重视。尼克松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和
周恩来总理的盛誉，减少
了台湾在印尼的作用。苏
哈托政府领导开始疏远台
湾。 

事实上，随着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
破裂，苏哈托成功地加强
了与其他反华国家的贸易
关系，当然，也加强了与
台湾的关系。随着国外资
金流入用于开发项目以及
违反1945年宪法的对自然
资源的掠夺，苏哈托政府
不再需要执行把华人社会
当作千斤顶或挡箭牌的政
治路线。 

因 此 ， 1 9 7 0 年 代 之
后，华人社会重新获得“
呼吸”空间。“呼吸”空
间将继续存在，直到国内
外有与权力平衡相关的政
治动荡。正如历史上已证
明的，每遇有需要权力平
衡的政权更迭时，华人社
会总是受害者，总是易受
攻击的目标，无力反抗。 

在 进 入 印 尼 的 外 资

中，也有马来西亚、新加
坡 、 香 港 和 菲 律 宾 的 华
商 带 来 的 资 金 。 根 据 外
商投资协调机构的资料，
自1967年至1976年，进入
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情况如
下：

此 表 显 示 ， 日 本 是
印尼最大的投资者。日本
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一部分资金投资于汽
车产业。美国的资本主要
投入矿业。各国家地区的
华商资金较多投于林业。 

还 应 当 指 出 的 是 ，
西 爪 哇 是 投 资 最 多 的 区
域。1976年11月，西爪哇
引 进 了 1 3 . 0 9 亿 美 元 的 投
资，最多，而雅加达则名
列第二，13亿美元，再其
次是北苏门答腊，10.10亿
美元。 

从1967年门户大开放
开始，外商投资的数额一
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国
内的投资达到20,190.08亿
卢比，2547个项目，比外
资要小得多。 

门户开放政策并不仅
仅在印尼实施。许多发展
中国家也执行。发达国家
在改变其经济战略。他们
不再专注于出口其产品，
而 更 重 视 达 成 长 期 的 基
金“援助”协议。 

由于资本流入发展中
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发
展非常有利。数据显示，
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钱至
少 比 进 来 的 钱 大 3 倍 ， “
援助”项目的好处是巨大
的。 

在给予经济援助的竞

赛开始时，美国和英国比
日本大得多。日本和西德
起初则比较重视出口其产
品。然而，在印尼的数据
显示，在投资方面，日本
急起直追并超过了美国。 

观 察 还 表 明 ， 在 民

族主义情绪较高的发展中
国家，如非洲和中东的一
些国家，试图减少外资的
流入。而面临经济危机且
政府不坚持民族主义的国
家，如印度尼西亚和一些
拉丁美洲国家，则主动引
进外资。 

从1967年到1977年，
印尼问题政府间小组已经
为印尼引进了总额达56.97
亿美元的资金。此外，还
有被列为“软贷款”的4.5
亿美元加上来自世界银行
的6.7亿美元资金。后来由
于印尼国家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事件，政府又以标准
商业条件贷款10亿美元，
并从伊朗贷款2.5亿美元。
因此，仅在1977年，印尼
债务总额为80.67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自苏哈
托上台以来，印度尼西亚
已经引进了150亿美元的资
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
资金是否真正用于建设公
正和繁荣的社会？当然不
是。

 其证据是，大多数印
尼的农民仍然没有土地。
他们仍然很穷苦。他们的
收入并不与他们付出的劳
动相当。根据1973年普查
数 据 ， 印 尼 农 民 所 拥 有
的，只是全部耕地的22％
。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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