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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作为“二十国集团”
(G20)轮值主席国，本届G20峰
会将于 11 月 15 至 16 日在巴
厘岛举行。在各方势力的交
锋中，经济利益的矛盾中，印
尼在国际的折冲樽俎备受注
目。

佐科维总统11月 8日到
巴厘岛视察峰会的筹备工作，
并表示已有17个国家的领导
人确认出席。总统之前接受
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
他本月2日与俄罗斯总统普
京通电话时有一种“强烈的感
觉”，即普京不会出席G20峰
会。不过，俄罗斯塔斯社8日
称，普京不排除参加峰会的可
能性。倘若不能亲临峰会现
场，将安排以线上方式参加会
议。

外媒此前报道，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3日称，如果普京
出席此次活动，乌方就不会参
加。然而乌国家电视台8日
援引总统发言人尼基福罗夫
的话，泽连斯基将参加G20峰
会。

本届 G20 集团成员国今
年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首

先，最明显的分歧是在俄乌冲
突问题上的立场。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阵营多次要求把俄
罗斯排除在G20峰会之外，同
时支持非成员国的乌克兰与
会。其次是美国与“欧佩克+”
(OPEC)之间的僵局，拜登胁迫

“欧佩克+”增产石油以缓解油
价飙升带来的压力，而沙特为
了国家利益拒绝执行美国的
无礼要求。

“二十国集团”年度峰会
议是志同道合的国家推进双
边议程的论坛，注重其进程和
边会，而不是结果。专家分
析，G20今后三年的轮值主席
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今年
是印尼，明年是印度，2024年
是巴西。无疑营造了一个可
靠的充足空间和发声渠道，以
制定议程，解决南方国家关切
的问题，促进北南对话。而印
尼在本届峰会也有了坚强的

“后盾”。
佐科维总统曾提及本届

峰会几项议程。第一，解决粮
食安全问题。为缓解全球粮
食不安全状况，要求以关键领

域为重点，保障可持续的粮食
系统、减贫、农业多样性和土
地开发。第二，充分利用多边
开发银行的作用。为评估全
球金融的资本充足率框架提
供可靠和透明基准的目标。
尽管G20集团提出重大建议
和行动计划，但在实施方面仍
面临僵局。

此外，G20集团领导一再
强调要在确保平等获得疫苗
和药品方面，协调配合发挥关
键作用。因为全球生产和分
发新冠肺炎疫苗和诊断工具
方面，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
体、低收入经济体之间存在巨
大差距。在全球发放的 100
多亿剂疫苗，只有1%在低收
入国家接种。

接下来是减少在特别提
款权分配问题上的南北分
歧。成员国同意以6500亿美
元特别提款权分配来增加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但其效
果尚存在争议。还有世贸组
织(WTO)上诉机构所面临的僵
局，希望“促进多边贸易体系
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不被

大国操纵。
国际评论认为，“二十国

集团”的议程虽然充满远见及
为民分忧；然而，G20集团内
部的分歧，加上美西方的影响
和干扰，使得G20难以做到言
行一致。印尼作为主席国，与
相当分裂的G20成员国一道
面对国际风云的吹袭，能否交
出好成绩，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印尼CNBC于 8日报道，
国企航空站公司(PT.Angkasa
Pura)总经理法弥(FaikFahm)表
示，G20集团峰会期间，可能
有39位成员国及应邀国家或
国际组织领导人将在巴厘岛
登巴刹市的努拉莱 (Ngurah
Rai)机场降陆，参加在努沙度
阿(Nusa Dua)召开的国际会
议。

法弥对记者说：“根据参
加会议的代表团来看，有 20
个成员国领导人，加上9个特
邀国家的领导人，最后还有10
位国际知名人士，我们已准备
好相关接待仪式的模拟工
作。”预计所有来宾将于13日
及 14日陆续抵达巴厘岛，但

他不能提供详细的来宾名单。
佐科维总统于 9 日主持

了努拉莱机场贵宾楼的启用
仪式。法弥表明，与会的国家
领导人将被安排在“特别贵宾
区”(VVIP)，至于随行的部长
级则安排在旁边的“贵宾区”
(VIP)。对于来宾们使用的专
机或私人飞机，将被泊放在警
卫森严的停机位直到安全离开。

《国际日报》于10日刊载
意如香《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
会》的评论：“印尼作为主办
方，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
佐科维总统接受采访时表示，

‘各方都必须保持克制，避免
对抗，尊重已经达成的协
议’。提出会议主旨是‘共同

复苏，强劲复苏’，明确指出这
次峰会所应达到的经济目
的。”问题是有的国家就是要
用“政治手段”搅乱G20的经
济议题。

印尼在主持 G20 集团峰
会的时刻，就有与澳大利亚的
海岛之争，与欧盟的“世贸组
织”商业纠纷。内有工会、大
学生的抗议示威，反对阵营的
请愿集会，无良政客的抹黑污
蔑，而他们的理由都是那么幼
稚，准备得是那么匆促；他们
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黑手”？

在大多数开明人士、爱国
民众的殷切期盼和真心支持
下，在国际友好国家及发展中
民族的无私协助及倾力声援
下，相信具有英雄气节的印尼
政府，必然能成功办好G20峰
会！

巴厘 G20 峰会将迎风屹立

历史教训
王福涵是知名的批判性

史学家，对不入眼的作品给与
抨击。某日中午在雅加达博
物馆（BentaraBudaya），《罗盘
报》（Kompas）下设的文化机
构，讨论关于结束过去，其中
包括邀请发言者帕拉基得利·
辛 波 伦（ParakitriSimbolon）。
即使晚上他要动身去荷兰为
参加泗水校友聚会，王福涵还
是抽空出席。当帕拉基得利
（Parakitri）提及M·O·巴尔林
东安（M.O. Parlindungan）所写
的《我的主人劳先生》（Tu-

anku Rao），王福涵直接插话：
“那本书粗制滥造”。或许那
就是为何王福涵去世后在雅
加达国立肿瘤医院（RS Dhar-
mais Jakarta）殡仪馆安放几日
时，他口里含着一颗珍珠。也
许是希望以后还有出自他口
中的金玉良言。

2001 年 2 月，当在日惹
（Yogyakarta）参加萨尔托诺·
卡托迪尔佐教授（Prof Sarto-
noKartodirdjo）八十岁寿宴时，
王福涵中风了，在班迪拉彼医
院（RumahSakitPantiRapih）住
院。自那以后，他都与轮椅相
伴。

他留下了六本已在印尼
出版的著作和近三千本历史
藏书。然而，依我所见，在这
数十年里他最卓越的贡献，就
是在社交媒体中展现历史。
这位史学家最常投稿予《棱
镜》（Prisma），该杂志在20世
纪80年代是印尼社会科学家
们重要参考。在这26年里，
他在《时代》（Tempo）杂志上刊
登了70篇专栏。其文章也经
常刊登在《罗盘报》（Harian
Kompas）上。他是一位公众知

识分子。
王福涵所作的历史研究

深受法国专家保罗·慕斯
（Paul Mus）的启发，保罗·慕斯
主要撰写关于越南的历史。
保罗·慕斯认为，农村是东亚
多个国家的心脏，如欧洲的城
市。在哈里·J·本达（Harry J.
Benda）的指导下，王福涵在耶
鲁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茉
莉芬县区：19世纪的官绅和农
民》（The Residency of Madiun：
Priyayi and Peasant in the 19th
Century）。这项研究使王福涵
关于类似新秩序时期的20世
纪30年代殖民时期的研究成
为焦点。王福涵在印尼大学
的论文是关于荷属东印度的
溃败（RuntuhnyaHindia Belan-
da）。虽然印尼已独立，但很
明显，无论在态度还是政策
上，其实就是新殖民主义。苏
哈托政府时期，王福涵的作品
围绕着殖民时期的事件，显然
是在讽刺新秩序（Orde Baru）
制度下的时局。

虽然这总结显然不全面，
但是王福涵的一些观点可描
述如下：

第一，在1602-1799年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Kongsi Da-
gangHindia Timur，简称 VOC）
时代，贪污腐败曾大规模出
现。员工工资低，他们不得不
通过贪污来取得重要位子。
为了“收回本钱”，荷兰东印度
公司的官员出售县长以及其
它官职，出价最高者得。荷兰
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努山达
拉（Nusantara）诸多王国最大
的“大老板”，在爪哇尤为明
显。1799年12月31日，这家
公司宣布破产，并被荷属东印
度政府接管。职员贪污减
少。如此一来，贪污暂时藏
匿，因此其得以根除得力于政
府采取强硬的行动。

第二，尽管个人贪污个案
减少，但荷属东印度政府
（Hindia Belanda）仍与宗主国
互送利益。例如，将强迫种植
制的作物运往欧洲的运输垄
断权交给荷兰贸易公司（Be-
landa Nederlandsche Han-
del-Maatschappij， 简 称
NHM）。显然，荷属东印度并
非把改善土著人生活安康当
作其发展目标。在殖民地区

加快经济增长，为殖民者谋
利，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这样一来，重要的是从一开始
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反贪？
真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经济福
利呢？还是给人一个假象而
已？

第三，不需依赖政府的非
官绅及中产阶级，在推动社会
变革中扮演战略性角色。加
上其它各因素，1998年中产阶
级支持的大学生运动足以推
翻掌权已久的统治者。如果
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联合
起来，对统治者而言是非常危
险的。2005年印尼政府有关
燃油的政策很有可能会引起
这两个阶层的不满。

第四，仍然关于中产阶
级，他们深受税务问题困
扰。国王的顾问们认为，政
府政策成功的重中之重就是

“钱，更多钱，无穷无尽的
钱”，正如法国税务专家加布
里埃尔·阿尔丹（G.Ardant）所
言。在欧洲现代化国家，税
收是均衡贫富的工具；向富
人征高额税是维护低收入群
体的福利。税收也让中产阶

级有了高度的政治意识。例
如在美国历史上，税收问题
极其重要，以至于出现“没有
不同的税收就没有不同的阶
级划分”的口号。在印尼历
史上，殖民时期的税务问题
相当敏感，对农民和百姓
强制收税经常引发民众起
义。

王福涵还写了很多历史
事件。他曾经讲述过历史中
的“枭雄”，即打手，还有国王
或掌权者用来对付百姓的混
混。王福涵见证了阿孟古拉
一世（Amangkurat I）的暴政，
例如为了巩固政权而残杀批
判王室的伊斯兰教士。

正如王福涵在作品中讲
述的，希望社会能以史为鉴。
于我而言，王福涵最宝贵的遗
产是使历史源于社会又回归
社会。

此文是对之前已刊登在
《印度尼西亚媒体报》（Media
Indonesia）的（《从王福涵获得
的历史教训》）（Pelajaran Se-
jarah dariOnghokham）和《时代
报 》（Koran Tempo）（Selera-
Onghokham）（《王福涵的爱
好》）的两篇文章的修改与补
充。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完）

■ 本报评论员：余凡

阿斯菲·瓦尔曼·阿丹（ASVI WARMAN ADAM）

今年G20峰会将于11月
15日-16日在印尼巴厘岛举
行。且从2022年12月1日起，
印度将担任新一届G20轮值主
席国，任期直至明年11月 30
日。预计下一届G20峰会将于
2023年9月9至10日在印度举
行。目前G20峰会成员主要由
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
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
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
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
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
盟等20个国家或区域联盟组
成。其创立于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爆发后，亚太区域发展
中国家要求增加在全球经济活
动中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1999年6月“美日德法英意加
俄”等8个工业国（G8）财长在
德国科隆提出为防止类似亚洲
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更多的国
家参与到国际经济货币政策经
常性对话中，以利于全球金融
货币体系的稳定。1999 年 9
月，在华盛顿八国集团财长宣
布成立二十国集团（G20）论坛，
由欧盟、布雷顿森林体系和19
国财长央行行长组成论坛主
体。同年12月，八国集团在德
国柏林与欧盟及亚非拉美大洋
洲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共同创
立了20国集团（G20）国际经济

合作非正式论坛会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
G20论坛会议。旨在促进工业
国和新兴市场国就国际经济、
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重要问题
开展建设与开放性对话。为讨
论协商解决有关实质问题奠定
和寻求广泛合的作基础，以推
动国际金融体制框架的构建与
改革。

2008年华尔街引爆全球金
融危机后，在美国倡议下，G20
正式升格为有关国家领导人峰
会。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
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
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
济治理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目
前G20体系已形成以峰会为引
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
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
组为辅助的基本架构。

今年印尼G20峰会将于全
球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及2月爆
发的俄乌军事冲突未有止息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召
开。当前各国均面临着前所未
有和史所未见的严峻挑战，美
英持续大幅加息，加剧全球恶
性通胀上升，亚太及欧美经济
遭遇重创而陷入收缩。由于美
英加息周期还将持续，也给未
来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巨大压
力。因此，今年G20峰会将备
受世界关注。笔者分析，重建
一个健康、平衡、开放与有效的

环球金融秩序，避免新一轮全
球货币战争与经济危机的持续
恶化。及强化构建区域和全球
联动的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各国携手合作重建全球产
业链与供应链，以促进世界经
济的早日复苏等议题将成为本
届G20峰会的热点和焦点。

自2019全球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关口前
移、动态清零”的严密防控措
施，因而未至出现如欧美大规
模爆发疫情的情况。去年中国
经济率先复苏，GDP总量实现
114.37万亿人民币（约17.7万
亿美元），与美国的23.3万亿美
元仅相差5.6万亿美元，且增速
达8.1％，为全球一支独秀，亦
带动和稳定了区域内各国的经
济复苏。今年虽受疫情反复的
影响，第2季度经济略微收缩，
但第3季度已加快复苏，增长率
达3.9％。因此，在本届G20峰
会上，中国的好声音也将受到
各国关注。中国提出的发展理
念与全球治理方略，将为世界
经济的复苏注入动力，发挥更
大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在二
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
要中国。中国倡议“构建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共建共享”的
亚太及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成为各国摆脱经济困局，
走向健康复苏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合作基础。因此，有关各
方保持克制，尽快启动俄乌和
平研判，终结地缘冲突；进一步
构建完善亚太及欧美各国联
合防控疫情机制，促进区域及
全球经济早日复苏，也需要贡
献中国的智慧和经验。同时
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始
终向世界敞开对外开放的大
门，未来各国还需不断扩大和
加强双边与多边市场开放，进
一步降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
壁垒，扩大自由贸易范围，以
利世界经济的稳健复苏和繁
荣昌盛。

11月4日至10日，第五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上海隆
重召开，吸引145个国家或地
区、国际组织，及284家世界
500强行业龙头参展。习近平
主席发表开幕致辞表示：“5年
前我宣布举办进博会，就是要
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
世界大机遇。进博会已成为中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
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
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商
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
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
局、外汇局、药监局等8机构早
前已决定将再设立29个国家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是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中国向世界宣布要培育一
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庄

重承诺的兑现。显示中国坚持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与决心。

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就提
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
享市场机遇，将更加注重扩大
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增设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因
此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
进博会上宣布的“增设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重大开放
举措，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等8机构决定，在全国增设
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涉及北京、上海、江苏、广
东等多个省市，含盖中国东中
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区
内海陆空港重要枢纽，这是中
国鼓励扩大进口的最新强力举
措。

截至目前，中国“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已达43个。
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贸易促
进，即促进口、促产业、促消费，
二是贸易创新，即政策创新、服
务创新、模式创新。据商务部
统计，今年1-9月，中国外贸进
出口总额4.75万亿美元，同比
增长8.7%。其中进口2.05万亿
美元，同比增长4.1%。中国已
连续13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
国，是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

出口市场，及60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出口市场。今年上半
年，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
比重达10.6%。中国超大规模
的进口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各
贸易出口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改
善，也有力支持了国内生产保
供和民生改善。

今年9月19日习近平主席
在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
定国际论坛”的贺信中提出：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
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
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
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
出贡献。10月16日在中国共
产党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
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
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因此，今年印尼G20 峰
会值得各方期待，世界各国需
要更多理性和平、务实合作与
健康发展的中国好声音。

王福涵（ONGHOKHAM）公共史学家（2）

G20峰会聚焦全球目光 期待中国好声音

雅万高铁峻工
占 碑 ：常 青

首条高铁今峻工，全线贯穿疾速通。
大国合作树典范，和平昌盛在东盟。
一带一路势如虹，参与友邦欣向荣。
大国小邦皆平等，经济民生惠果丰。

■ 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