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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资本的50％用于吸
取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自 然
财富。

得 到 政 府 贷 款
的 原 住 民 商 人 是 否 能
发 展 起 来 并 抗 衡 跨 国
公 司 的 主 导 地 位 ？ 如
果 “ 原 住 民 ” 商 人 愿
意 充 当 跨 国 公 司 的 经
销 渠 道 和 支 持 者 ， 发
展 成 资 本 主 义 买 办 ，
那 么 这 个 梦 想 将 无 法
实现。

这 里 印 尼 又 应
该 研 究 中 国 国 民 党 时
代 的 经 验 了 。 当 时 ，
中 国 人 民 遭 受 跨 国 公
司 及 其 爪 牙 、 军 事 官
僚 资 本 家 的 压 迫 和 剥
削。

原 来 期 望 外 资
大 量 涌 入 后 ， “ 原 住
民 ” 商 人 便 能 取 代 华
商 ， 其 实 不 然 。 虽 然
各 项 法 规 给 华 商 的 介
入 带 来 困 难 ， 他 们 仍
然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在 幕 后 ， 他 们 仍 保 持
领 先 地 位 。 而 事 实
上 ， 在 从 国 外 获 得 资
金 方 面 ， 华 商 更 能 得
到 信 任 。 合 资 企 业 的
所 有 权 仍 然 是 在 华 商
手 中 。 在 印 尼 之 外 ，
他 们 比 原 住 民 商 人 也
更“有利可图”。

为 了 改 变 这 种 状
况，1974年，苏哈托开
始 实 施 一 项 名 为 “ 印
尼 化 ” 的 计 划 ， 此 计
划 不 能 不 等 同 于 “ 原
住 民 化 ” 计 划 。 该 计
划的规定包括：

1、在早期阶段，
合 资 公 司 股 权 的 3 0 ％
应 在 “ 印 尼 ” 人 的 手
中。10年后，在印尼人
手 中 的 股 权 最 起 码 必

须成为51％。
2、外籍劳工将被

允 许 在 某 些 领 域 的 工
作 ， 其 许 可 证 是 暂 时
的。 

3、外籍劳工必须
开 展 员 工 培 训 并 把 技
术转让到印尼。

1967年以来实施的
门 户 开 放 政 策 影 响 了
华 商 在 印 尼 地 位 的 发
展 。 如 前 所 述 ， 荷 兰
殖 民 体 系 迫 使 许 多 华
人 以 当 零 售 商 为 生 ，
后 来 他 们 控 制 了 乡 下
产 品 的 集 散 。 进 口 商
和 出 口 商 都 需 要 这 些
华 商 ， 因 为 他 们 的 成
功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那 些 在 此 领 域 有 经
验的人。

外 资 大 规 模 的 涌

入 并 没 有 改 变 对 在 产
品 集 散 领 域 的 华 商 的
依 赖 。 华 人 从 事 贸 易
的 经 验 和 信 誉 并 不 能
被 轻 易 替 换 掉 。 如 前
所 述 ， 外 商 更 相 信 华
商。

外 资 的 涌 入 也 推
动 了 自 由 竞 争 。 这 使
得 有 经 验 的 华 商 更 加
突 出 ， 因 为 他 们 早 已
练 就 了 一 身 竞 争 的 本
领。

自 1 9 6 7 年 以 来 ，
在 大 城 市 以 外 地 区 华
商 所 经 营 的 门 店 里 满
是 进 口 货 物 。 原 先 卖
自 行 车 及 其 零 配 件 的
店 铺 ， 开 始 销 售 摩 托
车 。 自 行 车 修 理 铺 也
转 换 成 摩 托 车 修 理
铺 。 原 先 的 自 行 车 经

销 商 ， 成 了 摩 托 车 的
经 销 商 。 在 短 时 间
内 ， 日 本 击 败 美 国 、
德 国 和 意 大 利 ， 独 霸
了 印 度 尼 西 亚 摩 托 车
市 场 。 汽 车 轮 胎 也 一
样 。 日 本 汽 车 轮 胎 占
领 了 市 场 。 这 一 切 都
因为华商的存在。

形 势 的 发 展 导 致
了 许 多 华 商 都 在 快 速
增 长 。 他 们 所 拥 有 的
商 店 在 继 续 壮 大 ， 因
为 进 口 货 物 太 多 了 。
小 店 变 大 。 大 店 变 得
更 大 。 成 功 的 华 商 企
业 数 量 不 断 增 加 。 同
样 ， 致 富 华 商 的 数 量
也 在 上 升 。 许 多 在 国
外 的 印 尼 问 题 观 察 家
得 出 结 论 说 ， 苏 哈 托
政 府 及 其 政 策 实 际 上
给 华 商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好处。

这 种 情 况 当 然 引
起 “ 原 住 民 ” 商 界 的
妒 忌 ， 他 们 尽 管 获 得
了 政 府 提 供 的 各 种 方
便 和 军 事 保 护 ， 仍 无
法竞争成功。

当 然 不 是 所 有 “
原 住 民 ” 商 家 都 失
败 。 许 多 人 也 是 成 功
的 ， 尤 其 是 那 些 与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的 政 府 官
员 有 特 殊 关 系 者 。 也
有 许 多 华 商 与 当 权 者
有 良 好 关 系 ， 但 数 量
不 多 。 大 多 数 印 尼 华
人没达到这个水平。

华 人 的 企 业 和 商
店 有 发 展 并 不 意 味 着
华 人 主 导 了 印 尼 的 经
济。 

绝对不是。
苏 哈 托 这 个 军

事 官 僚 资 本 集 团 的 头
目 和 跨 国 公 司 的 支 持

者 为 了 转 移 面 临 的 矛
盾 ， 总 是 宣 传 华 人 控
制 了 印 尼 经 济 。 因
此 ， 人 民 所 受 的 苦 便
被 说 成 了 是 华 商 进 行
剥削的结果。

1977年8月16日，
苏 哈 托 在 他 的 演 说 中
指出：

1、石油以外的出
口 商 品 达 到 了 1 8 亿 美
元。

2、石油出口在过
去一年达到25亿美元。

这 两 件 事 说 明 ，
华 商 的 作 用 并 没 有 那
么 大 ， 因 为 他 们 并 不
涉 足 属 于 印 尼 经 济 中
主 要 收 入 的 采 矿 业 和
农 业 。 印 尼 经 济 仍 是
由 跨 国 公 司 主 导 。 人
民 感 到 的 穷 苦 ， 是 政
府 的 政 策 和 跨 国 公 司
本 身 的 性 质 带 来 的 ，
跨 国 公 司 在 印 尼 以 外
的 业 主 要 得 到 尽 可 能
大的利益。

那 么 ， 有 必 要 质
疑 这 开 放 政 策 是 否 符
合1945年宪法吗？难道
不 是 其 中 第 3 3 条 确 实
禁 止 为 私 人 利 益 而 搜
刮 自 然 财 富 吗 ？ 上 层
真 的 感 到 实 现 繁 荣 了
吗 ？ 大 多 数 人 的 状 态
是怎样的呢？

尽 管 外 资 大 规 模
涌 入 并 涌 现 出 不 少 新
的 原 住 民 的 或 非 原 住
民 的 亿 万 富 翁 ， 贫 穷
依然在到处蔓延。

潘查希拉和1945年
宪 法 不 会 容 忍 各 机 构
和 政 府 官 员 公 开 实 行
种 族 主 义 。 那 么 ， 在
哪 里 明 显 违 反 了 坚 持
1945年宪法的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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