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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政 府 管 理 下
的报业秩序：苏哈托
时期印尼新闻业迈向
商业发展道路（1965-
1998年）

苏 哈 托 上 台 后 ，
军 人 集 团 控 制 了 政
府 ， 印 尼 的 政 治 局 势
逐 渐 稳 定 下 来 。 苏 哈
托 总 统 一 方 面 运 用 强
硬 的 手 段 有 效 控 制 国
家 形 势 ， 另 一 方 面 着
力 发 展 经 济 ， 居 民 的
生 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新 闻 业 也 获 得 了 相 对
稳定的发展。

1965年 “9·30”
事 件 期 间 ， 所 有 的 共
产 党 报 刊 和 左 派 报 刊
都 被 查 封 ， 苏 哈 托 还
下 令 暂 时 关 闭 了 安 塔
拉 通 讯 社 。 最 后 ， 把
与 共 产 党 有 关 的 所 有
员 工 赶 走 。 安 塔 拉 通
讯 社 在 被 封 闭 了 1 0 天
后 ， 恢 复 了 正 常 的 工
作。

“9.30”事件后，
在 印 尼 新 创 办 了 一 些
报 纸 。 但 是 ， 当 时 的
报 业 经 济 比 较 薄 弱 。
报 社 没 有 经 营 管 理 经
验 ， 缺 乏 市 场 观 念 ，
不 懂 得 依 靠 广 告 收 入
维 持 生 存 的 道 理 ， 很
多 报 纸 难 以 在 报 业 市
场 上 站 稳 脚 跟 ， 甚 至
是 朝 不 保 夕 。 当 时 很
少 有 报 社 装 备 有 自 己
的 印 刷 设 备 ， 已 有 设
备 也 都 是 殖 民 地 时 期
遗 留 下 来 的 。 尽 管 如
此 ， 许 多 报 纸 还 是
尽 力 追 求 报 道 的 独 立
性 ， 力 图 摆 脱 政 治 党
派 和 利 益 集 团 的 影
响 。 而 且 ， 此 时 人 们
办 报 已 不 再 是 为 了 政
治 目 的 ， 而 是 把 办 报

看 成 是 一 种 商 业 行
为。

“ 从 这 个 时 期 开
始 ， 实 际 上 有 了 媒 体
与 政 府 的 蜜 月 关 系 ，
政 府 开 始 宽 容 地 对 待
新 闻 媒 体 的 批 评 报
道。 ”[4]媒体可以揭
露 社 会 现 象 、 政 治 权
利 、 贪 污 问 题 ， 表 明
印 尼 开 始 采 取 自 由 主
义 新 闻 政 策 。 不 过 ，
国 家 并 没 有 放 松 对 新
闻业的法律监管。1966
年 ， 国 会 制 定 了 相 当
严 厉 的 新 闻 法 ， 规 定
创 办 报 刊 必 须 获 得 经
营 许 可 证 ， 政 府 的 新
闻 主 管 部 门 有 权 颁 发
并 随 时 吊 销 许 可 证 。
根 据 这 一 法 律 ， 政 府
陆 续 颁 发 了 一 批 许 可
证 ， 建 立 了 在 政 府 严
格 管 理 和 指 导 下 的 报
业秩序。

此 时 ， 印 尼 广
播 电 台 的 功 能 得 到 完
善 ， 除 了 传 递 信 息 和
提 供 娱 乐 之 外 ， 还 发
挥 着 教 育 功 能 ， 重 视
对 农 村 的 广 播 。 印 尼
因 其 岛 屿 众 多 ， 所 以
对 内 广 播 和 对 外 广 播
（ 印 度 尼 西 亚 之 声 ）
一 般 都 使 用 短 波 。 随
着 经 济 、 文 化 与 科 技
的 发 展 ， 新 兴 的 私 人
广 播 电 台 开 始 发 展 起
来 。 印 尼 的 商 业 电 台
除 了 播 出 新 闻 和 经 济
信 息 外 ， 还 播 放 音 乐
等 节 目 ， 但 是 ， 政 府
禁 止 播 出 除 国 家 电 台
的 新 闻 稿 之 外 的 政 治
新闻。

1974年1月以后，
苏 哈 托 采 取 了 压 制 新
闻 的 政 策 ， 一 些 报
纸 的 许 可 证 被 吊 销 ，

如 《 群 岛 》 、 《 我
们 》 、 《 印 度 尼 西 亚
盛 宴 》 、 《 雅 加 达 日
报 》 、 《 印 尼 邮 报 》
等 。 虽 然 政 府 限 制 了
新 闻 自 由 ， 但 是 它 在
实 施 一 些 政 策 时 仍 然
离 不 开 媒 体 的 支 持 和
参 与 ， 因 此 ， 印 尼 政
府 积 极 寻 求 与 媒 体 的
合 作 。 在 印 尼 ， 为 了
讨 好 政 府 ， 媒 体 必 须
做到：1）不能得罪苏
哈托家族；2）不能得
罪 军 队 ； 3 ） 不 可 以
写 关 于 宗 族 的 任 何 问
题 。 政 府 一 直 要 求 报
刊 在 建 国 五 项 基 本 原
则 （ 信 仰 神 道 、 人 道
主 义 、 民 族 主 义 、 民
主 和 社 会 公 平 ） 基 础
上 加 强 自 律 ， 要 求 媒
体 服 从 管 理 ， 承 担 对
社 会 的 责 任 ， 促 进 社
会 稳 定 和 发 展 。 1 9 8 4
年 ， 印 尼 还 成 立 了 全
国 性 的 新 闻 委 员 会 ，
专 门 就 新 闻 媒 介 在 以
上 方 面 的 执 行 情 况 进
行检查督促。

随 着 印 尼 国 内 政
治 的 稳 定 ，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 印 尼 新 闻 业
取 得 了 较 快 的 发 展 。
据统计，1992年印尼报
纸的每日发行量达1000
万 份 左 右 。 在 苏 哈 托
时 期 ， 印 尼 新 闻 业 虽
已 集 团 化 ， 但 从 整 体
上 看 还 是 得 不 到 充 分
的言论自由。

五 、 改 革 与 发
展 ： 印 尼 当 代 新 闻
传 播 业 的 基 本 格 局
（1998年以后）

在 为 期 3 0 多 年 的
苏 哈 托 统 治 时 期 ， 印
尼 曾 有 效 地 利 用 新 闻

媒 体 进 行 政 治 控 制 ，
媒 体 同 时 也 充 当 了
经 济 发 展 的 宣 传 工
具。1998年5月苏哈托
下 台 后 ， 印 尼 开 始 了
新 的 政 治 、 经 济 和 社
会 改 革 。 印 尼 实 行 改
革 以 来 ， 新 闻 界 可 以
在 更 加 宽 松 自 由 的 环
境 中 发 展 ， 新 闻 媒 体
开 始 真 正 地 拥 有 发 表
言 论 的 权 力 ， 可 以 自
由 地 批 评 政 府 的 不 当
行为。在经历了近40年
的 比 较 严 格 的 政 府 控
制 之 后 ， 印 尼 新 闻 业
获 得 了 自 由 发 展 的 空
间，在21世纪初稳步发
展起来。

（一）报刊
《 罗 盘 报 》 是 印

尼 目 前 最 大 的 报 业 公
司 。 该 报 创 办 于 1 9 6 5
年 6 月 2 8 日 ， 创 办 人
是 欧 阳 炳 与 耶 谷 · 乌
达 玛 。 之 前 ， 他 们 两
人 曾 于 1 9 6 3 年 创 办 《
精 华 》 月 刊 。 当 时 ，

印 尼 官 方 曾 建 议 由 天
主 教 集 团 出 版 一 份 日
报 来 抵 消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宣 传 ， 以 支 持 军 方
为 首 的 政 权 。 天 主 教
集 团 经 讨 论 ， 认 为 责
任 重 大 ， 一 时 难 做 决
定 。 后 来 ， 天 主 教 集
团 结 识 了 欧 阳 炳 和 耶
谷 · 乌 达 玛 后 ， 得 知
二 人 在 办 报 方 面 有 专
才 ， 决 定 成 立 一 个 “
日 报 基 金 会 ” ， 积 极
筹 备 出 版 事 宜 。 他 们
为 报 纸 取 名 为 《 人 民
报 》 ， 想 以 此 对 抗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 人 民 日
报 》 ， 欧 阳 炳 和 耶
谷 · 乌 达 玛 被 授 权 负
责 处 理 报 纸 的 日 常 编
辑工作。

取 得 苏 加 诺 总
统 的 支 持 后 ， 基 金 会
立 刻 积 极 向 军 部 申 请
出 版 准 字 。 一 切 准 备
就 绪 时 ， 弗 兰 士 · 施
达 面 见 苏 加 诺 总 统 ，
总 统 询 问 报 名 ，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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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罗盘报》开始网络化
经营，开通了Kompas online的

网站，每日将纸介版的《罗盘报》
做成网络版，供读者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