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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在政治领域中的
性别平等及角色担当问题

美国加息闹通胀“穷楼”不胜寒
■ 廖省：林越

没有妇女就没有民主，于
是，没有女性的民主就不是民
主，是“蹩脚”民主，是“民主赤
字”。这似是一条全年装饰虚拟
世界的时间线，一个非常有趣的
问题。为什么女性总是这个问
题的对象？为什么女性的存在
总是被质疑？是什么导致产生
这种现象？而印度尼西亚作为
一个民主国家是如何应对的呢？

根据 2010-2035 年本国人
口预测之资料显示，全国2019
年的人口为2.711亿人，其中妇
女 1.328 亿 人 ，约 占 总 人 口
49.75%。可是，坐拥这么大人
口数量的妇女界在本国的政治
舞台上恰恰没有她们的代表。

还有，若与男性相比，妇女
在政治领域的晋升机率微乎其
微。从 2019-2024 年期间被委
任的575名国会议员人数来看，
其中男性议员就有457名，女性
只有118名，意味着女性议员仅
占总人数的21%，说明在政治领
域里存在的性别问题仍然十分
之严重。因此，解决性别平等的
问题乃本国政界一个十分紧迫
的问题。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论坛”
(WEF)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
差距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在
性别平等方面，于153个国家的
排名中仍占据第 85 位。根据

“论坛”的报告，众所周知，本国
在经济、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了
显著的进步，但是，两性之间的
政治参与差距却越来越扩大。
报告指出女性在本国议会中的
比例从19.8%下降到 17.4%，在
内 阁 由 里 也 从 26% 下 降 到
24%。所以，如果不争取妇女的
政治空间，就不可能建设民主。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家现
有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妇女往往
只被视为二等公民，纵使妇女有
进入实政领域的抱负，但她们所
面对的障碍却密密重重。

30% 配额政策
查阅人类发展和文化协调

部（Kemenko PMK）的资料，称谓
本国妇女在议会的参与度仍然

很低。另外，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2019年），指印尼女性的议会
代表在东南亚排名第七。直至
引入《2003年第12号法律》，关
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才有了
依据，因按照第 65 条第 1 款规
定，凡参加大选的政党可以在考
虑女性至少占30%比例的情况
下，提名国会、省议会以及中央/
市政府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
然而，关于确定30%配额的政策
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女性的政治
空间，并且政策之推进速度非常
缓慢，于是乎假设维持该项政策
不变，则本国便需花44年时间
才能应对此局面。

而据实际资料所述，尽管依
然保持性别均等的现象，但妇女
在政治中的代表性仍然很不足
道，以至于由此产生的政策产品
居然渗透着父权制的色彩。总
之，不让妇女参与决策的行径等
同于蔑视和远离民主原则。

政府不能单靠30%的既定
政策，甚至提升30%配额的职能
而强制执行。正如2008年关于
国会议员、地方议员以及区议员
选举的第10号法律第53条所述
那样，“潜在候选人名单中至少
含有30% 的女性代表。”虽然法
律看起来很重视要使越来越多
的妇女成为国家议员，但由于该
法律没有对不遵守配额规定的
政党进行任何制裁，就显得非常
脆弱，反而使父权制政治建设在
本国的政治领域中依然系统化
了起来。因为从 2019 年的选举
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女性在国
家立法机构(国会)中的代表比
例仅为20.8%，即本共和国国会
的575名议员中仅有120名女性
议员。在立法层面上，从未达到
2012 年第 8 号法律中规定的
30%配额。迄今为止，参加立法
机关议员选举的政党往往草率
地提名女性候选人，试图使女性
代表比例达到规定的 30% 。然
而，妇女往往被拉来参政，不外
乎仅仅为完成配额而已。因此，
得到的结果是数量，而不是质
量，于是乎只要有女性走上政治
舞台，就不管她是否真正代表妇
女的利益？

但现在的问题是她是否代

表谁，代表什么？因为妇女代表
往往成为政治舞台上新的代言
人。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
一切都以世俗的物质利益为导
向。 越来越多的政党正在掩盖
争取性别平等或解放女性的运
动。实际上，妇女被资本化，被
剥削成为政治经济商品，有关配
额的规定往往被某些政治利益
所利用，使她们成为新的代言
人，以一种被寡头控制的政治傀
儡的形式出现。当前，虽然妇女
的政治权利已得到广泛承认，但
拥有这些权利并不能保证拥有
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使参与、代
表和问责原则得到真正兑现。
的确，妇女的政治权利是得到了
承认，但她们的代表权以及各种
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新兴政策不
一定会对她们兑现啊！

性别友好政治
政治调节国家政策，国家政

策形成法律就涉及女性本身。
为此妇女的代表性很重要，但政
治舞台上的女性人数仍然很少，
她们在立法机关中的地位和作
用，尤其作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
者的行政职位仍然微不足道，说
明女性的存在还是没有被重视。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尼应
有能力创造一种包容性的政治
氛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
我认为如果妇女没能参与政坛
活动，本国将损失很多，因为我
们国家的一半人口是妇女，她们
是国家建设的主体。

总之，女性问题将对国家问
题产生影响。必须赋予妇女权
力，给妇女赋权，她们就能行使
被赋予的权力，就不会轻易被欺
骗玩弄。正如苏加诺先辈所说，

“妇女是国家的支柱，凡是妇女
有利，国家也有利，凡是妇女受
损，国家也受损”。因此，不要限
制妇女参政，让她们在政治舞台
上拥有很大的机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角。

（本文摘自棉兰 Analisasi 日
报 2023 年 2 月 13 日 ，原 标 题

“Perempuan dalam Politik Kese-
taraan Gender atau Proksi Poli-
tik”，作者是棉兰 HKBP 诺门森
大学社会政治学系公共行政专
业的学生。）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
中国发动贸易战后，继任的
拜登延续其制华战略。但根
据最近的双方的经贸报告来
看，美国的“贸易战”已失败；
只在高端芯片还占些优势。

不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
茨(Bill Gates)警示，拜登对华
芯片制裁将是徒劳无功的，没
人能制止中国制造高端芯片，
将出现更多的华为。股神巴菲
特指拜登用政府力量补贴芯片
商，违反市场规律，而想要芯片
商分摊利润，是“不懂经济学”
的行为。

中国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展
示主导全球互联的创新力量让
全球惊艳。德国超六成5G网
络是中国技术。华为展馆是韩
国三星的五倍，向欧亚13个国
家提供最佳体验，成为国际行
家的焦点；华为显然不惧美国
及盟友的霸凌制裁！

《亚洲周刊》第11期笔锋
的《拜登对华围堵引爆内部反
弹》评论：“拜登政府对华的强
硬策略正面对国内的反弹。越
来越多内部的声音认为美国当
前对中国的打压其实没有效
用，并且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从商界到政界都不满当前拜登
政府的对华外交，认为在供应
链的打压，以及在台海的问题
上兴风作浪，务求与中国一战
都是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与
现实脱节，也不符合全球化的
价值，颠覆了美国的立国精
神。”

前总统特朗普也对拜登
开火，指他是“战争贩子”，无
底线军援乌克兰违反美国利
益；特朗普也反对将台海“乌
克兰化”。美国若因形势逼
迫而派出美军参战，对民主
党明年竞选极为不利。共和
党看准这个弱点，对拜登穷
追猛打，提升了民意支持度。

尽管拜登对中国加码制
裁，但美国的大企业反而扩大
了对华投资。苹果虽在印度、
越南也有投资，但中国供应链

的稳定及配套的完整，至今还
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取代的。中
国在两会期间，对外企敞开市
场，欢迎外国企业赶上中国“经
济反弹”的潮头。

北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率是5%，但西方专家评估
可高达近6%。反观美国今年
经济增长率仅0.9%，而英国则
出现负增长。美元霸权也受中
国挑战，越来越多的金砖国家
与上合组织会员国都以人民币
与中国做交易，改变了国际贸
易与金融的生态。

美国军工业也面对压
力，北京近日宣布对台售卖
武器的洛克?马丁与雷神公司
加以制裁，不准中国企业与
之来往。美国当前的顶尖军
事武器都需要稀土，而稀土
来自全球拥有独家提炼技术
的中国。这让美国开始省
悟，要面对中国强大的反击
力量。

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国祥
刊文《两党美国“穷”斯滥矣！》
称：“美国看似富可敌世，其实
政府债务高抬，贸易逆差持续
扩大，对外负债金额高得吓人，
快要山穷水尽。”“美国债务上
限再一次又快到顶了，国会如
果不赶紧调高上限，美国将面
临违约风暴，联邦政府一部分
部门也将停摆，严重危及美国
经济。”引发东盟国家的密切关
注。

专家分析，拜登痛斥众
院议长麦卡锡见急不救，共
和党反唇相讥。财长耶伦
说，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将造
成危机。自1917年以来，国
会已上调108次，政府反而有
恃无恐，开支无节制。美国
十年来货币政策宽松，财政
政策极度扩张，使债务危机
加剧。

美国国债规模已超31兆
美元，从2009年奥巴马执政
至今，每八年翻一番。这段
时间，白宫为了救急，一再采
取量化宽松货币(QE)政策，将
债务货币化，大量行行国债，
利息尽可能往下调，虽減少
利息负担，却为通膨埋下了

祸根，如今自吞其苦果。
大量发行货币虽然暂时

提振景气，却酝酿通胀。以
往卖不完的国债由联储会印
钞购入，但现在却行不通了，
又不能再搞货币宽松，只好
再找债权国帮忙。而各国却
各有盘算，以往美国擅长“黑
脸白脸唱双簧”，变则通，但
这回不容易要求中国出手解
困了。

一年来持续加息，资金
价格抬升，加大财务负担。
其影响是美元霸权开始削
弱，石油美元体系正发生质
变。而美国从石油进口国，
变成石油供应者；中俄与沙
国为首的OPEC联盟逐渐靠
拢，中国在大宗商品贸易的
份额越来越大，是140个国家
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撼
动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
美元霸权仰仗的石油美元逐
步崩解。

近来国际金融圈热传关
于黑石集团(Blackstone)违约爆
雷的消息，其旗下价值5.62亿
美元的楼市地产债券发生违
约。黑石总资产为9750亿美
元，这家刀口舔血的投资公司，
资产规模在华尔街名列前茅。
但其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
财报显示，季度营收10.58亿美
元，同比下滑83%，净利润更仅
为370万美元，还不够支付集
团一个高管的年薪。国际担忧
黑石一旦出事，爆发的“破坏
力”恐怕远不是2008年的雷曼
兄可比的。

中国外长秦刚 3 月 7 日
在两会记者上，批评美国的

“竞争”是全方位打压中方，
是你死我活“零博弈”；美国
想要中方对美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办不到！”若美国
继续在错误路上走下去，必
然带来中美两国的对抗，美
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吹嘘的自由民主、
“琼楼玉宇”已在世人眼前慢
慢崩塌，党争的“穷斯滥矣”
掀开了“富强”的面纱。黑石
集团的违约，露出了“穷楼”
的一角，值得全球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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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蕾 莎·C·Y·梁（THERESA C.Y. LIONG）

印尼草药及美妆业
草药光彩依旧，经久不

衰 。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估计，目前在印尼等
发展中国家中，80%的人使
用传统药物来满足保健需
求，而 85%的传统药物用到
植物提取物做原料。然而，
草药商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
题是：野生药用植物正在减
少。焚烧、砍伐森林以及过
度开发印尼自然环境威胁着
各类药用植物的生存。此
外，许多药用植物仍未被发
现或被命名（Beers，2001）。

尽管如此，草药业仍然
持续发展。2013年印尼草药
与 传 统 医 药 生 产 商 协 会

（Gabungan Produsen Jamu dan
Obat Tradisional Indonesia，简
称GPJOT）的数据显示，印尼
有1,166家草药企业，其中包
括家族草药企业在内的 1,
037 家即 90%的草药企业属
于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草
药出口每年为国家创造相当
于 11 兆 印 尼 盾 的 外 汇 收
入。利用本土生产的纯天然
原材料，印尼草药业成了能
顽强抗击经济危机的产业之

一，有望成为国家资源。
数名西方研究者曾试着

研究像喷泉草药（Jamu Air
Mancur），公鸡牌草药（Jamu
Jago），王后宝石（Mustika Ra-
tu）草药，梅妮尔夫人肖像牌
草药（Nyonya Meneer）和纱俪
雅玉（Sari Ayu）等大型草药
公 司 的 发 展（Beers，2001；
Rademarkers，1998），这些公
司后来与希多蒙朱尔（Sido
Muncul）草药并称“印尼草药

公 司 六 巨 头 ”（Eksekutif,
2000; Kortschak, 2004）。 随
后，加上早在 1910 年成立，
但最近才发展成大型企业的
伊布草药（Jamu Ibu），这些公
司成为“印尼草药公司七巨
头”（Tempo Interaktif, 2013）。

2000年，由于要制定现代
国家企业需遵守的卫生条例
和法律（Clarkson,1995），印尼
政府成立了食品与药品监督
管理局（Badan Pengawas Obat

dan Makanan，简称BPOM），几
乎与此同时，企业家们成立了
印尼草药企业家协会（Asosia-
si Pengusaha Jamu）。之后，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印尼草
药企业家协会共同确立草药
及美妆行业执业标准，由政府
印尼食品药物监督管理机构
颁布（Indonesian Food & Drug
Control Directorat, 2003）。政
府也通过印尼卫生部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印尼化
妆品准则，确保化妆品生产过
程良好和安全。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
册）》。本篇未完待续）印尼传统草药背篓小贩

印华论坛/副刊

■ Harryanto Aryodiguno

美国对华政策已脱离理性健康的轨道：

本文论述中美关系的现
状和趋势，指出了美国对华
政策的偏差和错误。笔者认

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
法和国际规则，对中国的发
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对全
球和平和发展构成了威胁。
美国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中
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
发展权利，以建立健康稳定
的中美关系，推进全球共同
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全
国两会的外长记者会上的发
言表明中国对于美方所声称
的中美关系的看法，认为美
方所谓的“竞争”，实际上是
在全方位地遏制和打压中
国，并且是一种零和博弈的
思维。他进一步指出，美方
的目的是让中国无法反击和
回应，但这是不可行的。

中美两国的关系一直都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随
着两国在经济、安全和技术
等领域的竞争加剧，关系的
紧张程度也在不断上升。然
而，无论两国面临多大的挑

战，对话和沟通都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希望中美两国在
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彼
此之间的问题，实现双赢。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
国，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的
利益和观点，这是无可避免
的。但是，中美关系的健康
稳定对两国人民以及全球的
和平与稳定都非常重要。中
国一直强调，中美关系要建
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中国的核心利益必
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同时，
美国的核心利益也必须得到
维护和保障。只有这样，中
美关系才能够发展健康稳
定。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
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两国的
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贸
易投资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
影响。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
和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也关

系到整个国际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直

把中国看作是最主要的对手
和地缘政治挑战。这种偏差
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脱离
了理性健康的正轨。中美关
系中存在着各种分歧和挑战，
这些分歧和挑战需要双方通
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尊重对方的核
心利益和尊严，以建立稳定、
健康和平等的关系。同时，也
需要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对全球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有
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笔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
的互动具有相对稳定和和平
的特点，而且彼此间不容易发
生战争。但在中美关系中，美
国是一个西式民主国家，中国
对民主的定义不同，是“民主
集中制”，是“全过程民主”，最
重要的是它符合中国的国
情。因此在道理上，这两个国

家只是治国理念不同，它们之
间不应该发生直接冲突。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包
括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
问题，甚至还牵涉到两国的国
际形象。这说明即使是西方
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一
定是和平和稳定的。事实上，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出
两国之间的互信不足，这是导
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西
方民主国家更愿意通过谈判、
合作和国际法来解决争端。
但是，笔者相信美国在处理中
美关系时，并没有很好地遵守
国际法和现有的国际规则。
相反，它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
行动，如单方面制裁和限制中
方技术进步等，这些做法很难
获得中国方面的认可，而是加
剧了双方的矛盾。

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互
动应该是公平和互惠的，避免
通过强制手段强加自己的意
志。但是，在中美关系中，美

国一方面宣称要进行公平竞
争，另一方面却通过遏制和打
压中国，试图强制中国接受美
国的意志。这种做法与民主
和平理论所预测的公平和互
惠原则相悖。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与民
主和平理论的基本原则存在
较大的偏差，这使得中美关系
的稳定和合作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
面临了很多挑战和冲突，美方
对华政策的偏差和遏制打压
的做法都是引发问题的原因
之一。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应
该以合作为主，共同解决全球
性挑战，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竞
争而不断对抗，这样的做法只
会让两国和全球都陷入困
境。美国要以开放和容忍的
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不要继
续遏制打压，而是采取建设性
的措施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
展。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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