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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印 尼 外 长 蕾 特 诺
（Retno Marsudi）的邀请，中
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 2 月
21 日率团访问雅加达，受
到印尼官方热烈欢迎。秦
刚 去 年 12 月 出 任 外 长 后
首访选择印尼，体现了印
尼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获
得国际尊重，证明了印尼
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
性。

《 罗 盘 网 》(KOMPAS.
com) 于 22 日 报 道 ，佐 科 维
总 统 在 蕾 特 诺 外 长 陪 同
下，于独立宫接见了秦刚
外长的礼节性拜访并进行
交流。蕾特诺外长说明：

“这是秦刚外长对本区域
及 雅 加 达 的 首 度 正 式 访
问，而且是单一目标的行
程。”总统在与秦刚外长的
对 话 中 ，提 出 了 几 项 重
点。首先，印中两国需要
加深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
关系，中国目前已是印尼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且
越来越显出平衡稳定、全
面发展的好势头。

此 外 还 提 到 ，双 方 现
行的几项战略性合作需要
提升。包括尽快完成雅加
达 - 万 隆 高 速 铁 路 项 目 ，
在加里曼丹岛建设绿色创
新工业园区，参与建设新
首都 (IKN) 努桑塔拉，以及
印尼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
行的工业下游化(hilirisasi)，
让印尼的天然资源能在国
内加工提升。中方承诺加
大与印尼的经贸合作，尤
其是增加从印尼输入农业
产品。

最 后 ，佐 科 维 总 统 更
明示印中两国在维护世界
和平及区域稳定方面的重
要性，声明“没有和平稳定
的国际环境，经济建设根
本无法实现”。蕾特诺外
长向媒体阐述：“在刚才的
会谈中，秦刚外长表示坚
定支持印尼履行东盟轮值
主席国的职责。”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
22 日 原 题《印 尼 建 新 首
都，佐科寻求中国支持》评
论：印尼总统在雅加达会
见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寻
求加强经济联系，包括参

与 建 立 新 首 都 的 浩 大 工
程。双方讨论广泛的合作
事务，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升经贸投资合作水
平，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
和数字经济领域；两国还
讨论了关于医疗卫生方面
的合作。

《国际日报》于 24 日刊
载沈伟真题为《印中友好
万古长存——欢迎秦刚外
长访问印尼》的报道：秦刚
外长的来访，将大大加强
印中两国的友谊。蕾特诺
外长慎重表示，东盟不能
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
人，不陷入大国博弈的漩
涡。印尼将履行东盟轮值
主席国职责，同中方加强
合作，发挥东盟独特优势
和经济增长中心作用，助
力全球疫后复苏。这就是
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的主题，即“东盟事务：增
长的中心”。

在去年的巴厘岛二十
国 集 团（G20）峰 会 上 ，印
中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
会晤，商定在未来五年继
续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从两国外交
部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到，
秦刚外长此访与印尼着重
讨论未来五年两国之间的
合作部署，以及平等交流。

秦 刚 外 长 21 至 23 日
访问印尼期间，拜会了印
尼总统佐科维，会见印中
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
胡特，同蕾特诺外长共同
主持中印双边合作联委会
机制(JCBC)第四次会议，并
走访东盟秘书处，会见高
金洪秘书长和东盟常驻代
表委员会；取得丰硕成果。

《雅 加 达 邮 报》报 道 ，
中国去年年底优化调整疫
情防控和出入境政策后，
印尼官员和企业界释出积
极信号，认为印中的双边
贸 易 和 投 资 额 会 有 所 提
升 ，煤 炭 、镍 、铁 、棕 榈 油
等商品的需求将会增加。
中国游客也开始一批接一
批地涌入印尼，使印尼各
地 的 旅 游 业 复 苏 兴 旺 起
来，促进了两国的友谊，让
两国人民感到极大的欢欣
和鼓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东南亚副所长骆永昆
对媒体说：“秦刚外长对印
尼的访问可以让两国交换
彼 此 在 重 要 议 题 上 的 看
法，这在当下颇为必要，是
持续深化中印尼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表现。”今年，
印尼确立了“增长中心”的
说法和核心观点。

印尼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 主 席 班 邦·苏 尔 约 诺
(BambangSuryono) 表示，2022
年印中双边贸易较上年增
两成，中国继续成为印尼
最大贸易伙伴，彰显两国
经济的高度互补。中国是
印尼最大出口市场，其经
济增长会对印尼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不小推动作用。

中方多次强调，支持东
盟在不断演进的地区架构
中保持中心地位，支持东盟
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以及
东盟为实现《2025 年东盟共
同体愿景》所作的努力。22
日，佐科在会见秦刚时表
示，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
中心，不应是“强国”权力
斗争的舞台。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 是 东 盟
推动经济一体化并扩大与
周 边 国 家 合 作 的 重 要 成
果 。 21 日 ，RCEP 的 15 个
成 员 国 均 已 批 准 了 该 协
议。经济繁荣是东南亚和
亚 太 地 区 国 家 的 核 心 利
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
济互动是维持经济繁荣的
关键。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只顾私利，制裁棕油，
为了镍矿把印尼告上世贸
组 织 (WTO)。 美 国 带 头 对
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
富 汗 等 国 大 肆 颠 覆 、制
裁。还拱火乌克兰战争，
造成难民颠沛、全球通胀
……美国却从军火、能源、
粮食、金融捞取巨额利益。

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美国务卿布林肯的

“ 两 个 红 线 ”遭 到 中 方 严
斥。而王毅主任发表题为
《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
界》的讲话，符合世界和谐
发展，国际社会更认同中
国的外交路线。当然，爱
好和平的印尼人民必然成
为中国友好可靠的伙伴。

■ 本报评论员：余凡

随着政治渐趋稳定以
及安全形势好转，各个经济
领 域 的 华 人 开 始 东 山 再
起。在新秩序时期规模庞
大的商业集团也尝试重整
旗鼓，战胜危机。通过各种
重组战略，尤其是从子公司
撤资、从多元化经营转向主
攻核心业务、从依靠政治庇
护的商业模式转为立足市
场的商业模式，2003 年三林

商业集团被评估已经有能
力夺回失去的资产（Diele-
man，2007）。同样，芝布德
拉集团重新开展卫星城项
目，甚至在 2005 至 2009 年
期间把生意扩张到柬埔寨、
中 国 、印 度 和 波 兰（Carney
和 Dieleman，2011）。当地市
区华人参与的各经济行业
也得以重新运转以满足来
自群众和政府的市场需求

（详见绪论部分的《经济政
策》）。

结论
根 据 上 文 的 阐 述 ，可

以得出几个主要结论。第
一，华人在印尼经济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经
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有
数百年历史，并不是新奇
现象。华人一直以来都是
印尼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当然，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政府
政策变化、政权或统治者
更替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发
展，华人的经济地位经历
兴衰起伏。

第 二 ，华 人 一 开 始 在

前殖民时期主要担任努山
达拉群岛（今印尼群岛）与
外界贸易的中介。在殖民
政权时期，华人转变为西
方经济利益和国内利益的
连结者，其中土著既是进
口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农
产品生产者。殖民时期政
治经济的发展使得华人参
加 的 经 济 活 动 更 加 多 样
化。除了贸易领域，华人
对印尼经济的重要作用也
体 现 在 农 业 、种 植 园 、税
务、制造业及金融业领域。

总 体 而 言 ，荷 兰 殖 民
时期和新秩序时期为华人
强化经济角色和多元化业
务领域创造了许多机会。

第 三 ，华 人 善 于 经 营
与统治者之间互利互惠，
互相需求的关系，这也是
支撑华人经济角色的重要
因素。尽管如此，也不能
一概而论地认为这是华人
的唯一资本。

第 四 ，华 人 凭 借 坚 忍
不拔的性格、勤恳工作的
态度、强大的竞争力、擅于
抓住机会并且勇于冒险的
品质，使他们成为在印尼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日本占领时期和独立
过渡时期很好地说明了华
人作为经济主体的优势。
他们敢于冒险，能够突破
政治壁垒和军事封锁并且

能够打通渠道和建立关系
网，与外界搭建贸易关系
并进行其他经济交易。

最 后 ，鉴 于 华 人 自 身
多个优势，加上全球竞争
越来越激烈，中国崛起成
为世界经济巨头，印尼应
在实现民族繁荣和提高民
族地位的过程中有效利用
华人这一少数群体的巨大
潜力和角色，而不是在实
现国家和民族生活共同富
裕进程中，每次失败或出
现问题时都把华人当作替
罪羊。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 建 设 中 的 角 色 和 贡 献
（第三册）》。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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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中和平外交寻求合作共赢

华人在印尼经济建设中的历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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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的 岁 月 足 以 挽
回 民 众 失 去 的 信 任 吗 ？”
这 是 福 岛 核 事 故 发 生 12
年后，日本富士新闻网近
期 一 篇 报 道 发 出 的 疑
问。种种现实表明，日本
政府不仅没有挽回民心，
还 在 失 信 的 道 路 上 一 路
狂奔。

2 月 25 日 ，日 本 经 济
产 业 大 臣 西 村 康 稔 就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计 划 在 福 岛
县 磐 城 市 举 行 说 明 会 。
与之前一样，当地渔业人
士纷纷表示强烈反对，并
质 疑 日 本 政 府 在 没 有 获
得 他 们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执
意 推 进 排 污 入 海 ，是“ 背
信 弃 义 ”。 讽 刺 的 是 ，当
被 媒 体 问 及 用 什 么 标 准
来 判 断 民 众 是 否 同 意 该
计划时，西村康稔竟回答
说 ，“ 没 有 特 定 的 指
标 ”。 一 时 引 发 舆 论 哗
然。

两 年 前 的 4 月 份 ，日
本 政 府 宣 布 计 划 从 2023
年 春 天 开 始 向 海 洋 排 放
福岛核污染水，遭到国内
外 广 泛 质 疑 和 反 对 。
2022 年 7 月 ，日 方 在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技 术 工 作 组
仍在开展审查、评估的情
况下，就正式批准核污染
水 排 海 方 案 。 今 年 1 月 ，
日 方 在 机 构 技 术 工 作 组
赴 日 审 查 前 夕 又 单 方 面
宣 称 ，将 于“ 今 年 春 夏 之
际 ”排 污 入 海 。 此 后 ，日
方 不 断 加 速 推 进 相 关 设
施建设，包括用混凝土浇
筑 用 于 存 放 核 污 染 水 的
大型水槽等，企图造成既

定 事 实 。 这 些 举 动 不 仅
有 损 相 关 国 际 组 织 的 权
威，对日本人民和国际社
会也极不负责。

韩 国 海 洋 科 学 技 术
院、核能研究院近日公布
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核
污 染 水 如 果 从 位 于 日 本
东侧的福岛海域排放，水
中 的 放 射 性 元 素 氚 将 随
着 强 劲 的 日 本 暖 流 向 东
移动，10 年后将扩散至整
个 北 太 平 洋 海 域 。 国 际
环 保 机 构 绿 色 和 平 组 织
日 本 办 公 室 的 资 深 核 专
家 肖 恩·伯 尼 指 出 ，除 了
氚，福岛核污染水里还有
许 多 其 他 无 法 通 过 福 岛
核 电 站 现 有 技 术 过 滤 掉
的放射性物质，例如半衰
期超过 5000 年的碳 14，日
本 政 府 有 关 核 污 染 水 排
放 安 全 的 说 辞 并 不 可
信 。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技
术 工 作 组 去 年 发 布 的 评
估报告也表明，日本排海
方 案 存 在 与 机 构 安 全 标
准不符之处。

与 此 同 时 ，在 日 前 举
行 的 太 平 洋 岛 国 论 坛 特
别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各 国 领 导 人 对 日 本 排 污
入 海 计 划 再 次 表 示 强 烈
反对。他们认为，日本排
污 入 海 计 划 并 不 是 日 本
的私事，而是会影响到包
括 南 太 平 洋 岛 国 在 内 的
世界性重要事件，日本应
以 科 学 及 数 据 来 指 导 排
污入海计划。此外，在 14
日 举 行 的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会议上，中国与俄罗斯等
都 对 日 本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问题表示关切，指出这将
严重破坏海洋环境、生态

系 统 和 各 国 人 民 的 生 命
健康，但日方做出这一决
定时未与邻国磋商。

面对国内外质疑与反
对，日本政府不仅不知悔
改，反而试图拉拢他国背
书 。 据 日 本 共 同 社 22 日
报道，日本政府正在推进
一 个 方 案 ，将 在 5 月 举 行
的 七 国 集 团 首 脑 会 议 共
同 声 明 中 ，写 入“ 福 岛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不 仅 对 人 体
和环境没有影响，而且处
理方式透明值得欢迎”内
容。对此，日本主流媒体
都 自 认 站 不 住 脚 。 共 同
社就承认，核污水排海计
划 遭 到 中 韩 等 国 和 日 本
国内的强烈反对，即便在
G7 内 部 也 很 难 达 成 共
识 ，因 此 这 些 话“ 最 终 写
进去是很困难的”。

海洋是世界各国赖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基 础 。 日
本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 缔 约 国 ，有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事 实 上 ，2013 年 以 来 ，日
本 政 府 就 污 水 处 置 方 式
提出了五种方案，最终之
所以选定排放入海，原因
就 在 于 成 本 最 低 。 至 于
这 么 做 是 不 是 违 反 相 关
国际法、是不是损害海洋
生态和人类健康，并不在
他 们 的 考 虑 当 中 。 这 种
唯利是图的做法，暴露出
日 本 政 府 极 端 自 私 自
利 。 如 果 日 方 执 意 排 污
入海，国际社会理应采取
共同行动，通过法律手段
维 护 共 同 利 益 。 想 让 全
世 界 埋 单 的 日 方 信 用 已
经 破 产 ，将 沦 为 历 史 罪
人。

星云大师心向佛，
慈善扶难赈灾祸。
每次捐款数目多，
带头行善正义作。
出身贫寒逢战乱，
心系民情救饥荒。
终生唯有一愿望，
两岸统一国家旺。
雅加达：王悦山题诗

年轻礼佛立志坚，
佛教人间谱新篇。
法水长流放异彩，
星云理念有传香。
生无带来去无念，
留下慧灯燃千年。
此辈无缘听教诲，
当尊佛法广结缘。
棉兰：陈德贤唱和

向善星云大师心，
幼时家境贫穷因。
学佛救苦终生志，
佛理编书益后人。
圆寂火焚归净界，
自猜舍利少如金。
方知火化超估算，
珍宝大堆令众惊！
棉兰：孙国静唱和

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长流五大洲。
寺庙神灵香火盛，
主师厚道信徒投。
一生戒律修行重，
为善循循济世愁。
身坐塔荼毗火化，
殊荣特异圣明收。
棉兰：田心唱和

至诚一念入空门，
亿劫今胎有善根。
救度众生菩萨愿，
广收弟子出家魂。
诸缘唯性能超脱，
万法由心可出樊。
便就此时圆寂去，

金沙碧藕乐邦园。
棉兰：廖世敬唱和

南京杀戮掀腥风,
巧合契机贵客逢。
与佛攀缘今世定，
星云法号诞由中。
耳闻目染经书理，
看透人间难重重。
立志皈依广渡众，
携丰德果归莲宫。
棉兰：凌云雁唱和

大师圆寂上西天，
普度众生佛法全。
百岁菩提无舍利，
万千化影到人间。
虚空悲苦修欢乐，
富贵荣华过眼烟。
扬子江边观故里，
海峡两岸挂心田。
中国：童行早唱和

佛法无边寿有边,
九七圆寂诵音缘。
菩提种子佛光山,
永不熄灭慧灯莲。
两岸奔走促统一,
心怀度众慈悲愿。
建设寺院知多少,
不属自己瓦一片。
巴厘: 容仙翁唱和

遁入空门缘有因，
灌输智慧指迷津。
好施乐善生平志,
一代名僧勤苦辛。
功德永存长不没，
从来肝胆照乾坤。
如今圆寂超脱去，
明镜高悬举世尊。
棉兰：寒松子唱和

星云量大好佛师,
家境贫寒不忘昔。
情系草民恒大爱,
再生爹娘而不已。

天灾人祸连年现,
佛学慈悲源远驰。
实现生前大愿望,
同胞两岸归统一。
占碑:郭春明唱和

不凡之子出生奇，
自幼洗心革面稀。
佛教人间传世界，
功圆果满鹤迎归。
棉兰：许菁栽唱和

圆寂未完佛理弘，
和平两岸统一通。
祈求实现中华梦，
哀悼大师信众同。
巴厘：意如香唱和

星空忽现座台莲，
云海鹤归赴九天。
大爱弘扬含笑去，
师传佛法在人间。
雅加达：苏歌唱和

九方虔信悼大师，
得道高僧度众施。
典范功德播四海，
遍传善举五洲驰。
人间佛教宗风继，
法界禅门自律持。
两岸和平心系挂，

江山一统愿当期。
巴厘：许巧云唱和

星云大师利人群,
正确言词眉目和。
造旨基根领佛众，
肢躯不疲苦生涯。
修佛弟子遍随跟，
守着戒定慧态姿。
节俭持经无感累，
模范大师寿圆寂。
棉兰：文平唱和

星云大师勤学佛，
念念心慈济灾祸。
积极领众现僧身，
把握即时法事作。
生来为度众生愿，
利乐有情结善缘。
修心长慧造福田，
祈愿人间好事圆。
北干：杨蕙芳唱和

历经风雨道途艰，
坚似磐石自律严。
倡导人间佛教史，
弘扬文化禅宗研。
回归故土报恩典，
复建祖庭法喜宣。
统一海峡常挂念，
再来乘愿利人天。
北干：李庭蓁唱和

想让全世界埋单？日本信用已经破产
■ 国际锐评

星云大师圆寂星云大师圆寂
【唱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