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现代制药业的起源，可
追溯到荷兰人建立的三家制药
工厂，分别是1898年在万隆建立
的万隆吉宁工厂有限公司（N.V.
BandoengscheKininefabriek）（ 后
来与前荷兰制药公司合并，现为
化 学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Kimia
Farma）、1918年在巴达维亚建立
的芒加莱制药厂（PabrikObat-
Manggarai）（现为印多制药有限
公司 PT.Indofarma）以及于 1923
年在万隆建立的疫苗血清生产
中心，即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现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PT.Biofarma）。

化 学 制 药 公 司（Kimia

Farma）的前身是依据 1960 年 1
月 16日政府1号法令被国有化
的五家荷兰制药公司，即拉特坎
普化学贸易有限公司（NV Chem-
icalienhandelRathkamp& Co.）（包
括雅加达总部及印尼各地分公
司）、范高科医药贸易协会公司
（Pharmaceutische Han-
del-sverenigingJ.vanGorkom&
Co.）（包括雅加达总部及印尼各
地分公司）、位于惹班（Mojokerto）
的瓦图达孔制碘有限公司（NV
JodiumondernemingWatoedakon）、
位于泗水的绷带面料厂（NV
Verbandstoffenfabriek）和位于万
隆的金鸡纳霜厂（NV Bandoeng-
scheKininefabriek）。这 5家制药
公司合并为比尼卡化学制药国
有 公 司 （Perusahaan Negara
FarmasiBhinneka Kimia Farma）。
1971年8月16日，公司改制成为
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化学制药有
限公司（PT. Kimia Farma）。

印 多 制 药 有 限 公 司（PT.
Indofarma）的前身是1918年在雅
加 达 成 立 的 芒 加 莱 制 药 厂
（PabrikObatManggarai） 。 1950
年，该药厂被国家卫生部接管，

1979年更名为卫生部药品生产
中心。1981年，根据政府第20号
法令，公司改为国有制，并更名
为印多制药国营公司（Perusa-
haan UmumIndofarma）。1996 年
起，改为责任有限公司。

生物制药公司（Bio Farma）的
前身则是1890年成立的疫苗病毒
研究所（Parc Vaccinogene），五年后
更名为巴斯德疫苗基因研究所
（Parc VaccinogeneenInstituut Pas-
teur，即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
tut Pasteur）。20世纪50年代，印尼
政府将荷兰公司实施国有化，该公
司更名为巴斯德国有公司（Perusa-
haan Negara Pasteur）。自1961年
起，公司更名为生物制药（Bio
Farm），是国有公司。1978到1996
年间，改制为国营公司。从1997年
起，又改为股份公司，并以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PT. Bio Farma
Perseroan）著称，一直至今。

这 3 家公司于 1954 年成立

于三宝垄，属于黄仲涵财团（Oei
Tiong Ham Concern）的巴伯罗斯
有限公司（PT. Phapros）（现为印
尼拉嘉瓦力努山达拉有限公司
PT. Rajawali Nusantara Indonesia
的子公司），一起被收归国有，成
为国有制药公司。

经过120多年的经验积累，
再加上强大的开发、管理和技
术的支撑，如今这些公司已发
展成为印尼医疗服务行业的
佼佼者，在公共卫生建设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后来，
企 业 家 们 扮 演 同 样 的 角 色 。
他们多数来自华人族群，创建
了制药公司并一直坚持至今。

民族制药业的发展
印尼独立后，随着经济的发

展，国内市场对药物的需求开始
增长。20世纪50年代，荷兰制药
公司的撤离给印尼制药领域留
下“空白”，也为印尼民族制药业
创造了机遇。一些企业家，无论

是否具备制药业背景，纷纷投入
到开发和销售药品的潮流之
中。至1955年，印尼已有7家注
册制药公司（Sirait，2001），其中
包括 1946 年成立的七星公司
（Bintang Toedjoe）和埃迪卡公司
（Ethica）以及1948年成立的因德
巴公司（Interbat）。

陈容世（Tan Jun She）与他的
女婿谢步进（Tjia Pu Tjien）、丘安
灿（Hioe On Tjan）充分展现了企
业家的精神。陈容世白手起家，
从一间小规模的公司即七星公
司（Bintang Toedjoe）起步，开创了
印尼制药业的新道路。之所以
将公司命名为 Bintang Toedjoe
［1］是因为他有七个孩子。公司
的第一个产品16号七星头痛粉
（Puyer Bintang Toedjoe No.16），
至今仍在销售。该药品价廉物
美，市场反响好，深受消费者的
喜爱。之后，七星公司一路拼
搏，发展成为制药业的领头羊，
直至最后被卡尔贝制药公司
（Kalbe Farma）收购。

同样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另一
个人，就是陈春林（Tan Tjhoen
Lim）。1946年，他把一间名为埃

迪卡瀚德公众有限公司（NV Han-
del EthicaMij）的荷兰公司改为埃
迪卡制药有限公司（PT. EthicaIn-
dustriFarmasi），这是当时处方药市
场上第一家生产注射类药物的公
司。如今，这家公司及其姊妹公司
即成立于1951年的梭和制药有限
公司（PT. SOHO IndustriPharma-
si），同属梭和集团（SOHO Group）
旗 下 。 梭 和（SOHO）是 Socie-
tasHonorabilis的简称，意为“品行
高尚的社团”。1956年，当意识到
必须拥有自己的营销公司后，梭和
（SOHO）成立了广袤园销售有限公
司（PT. Parit Padang Global），以拓
展其销售网络。后来，陈春林之子
陈英良（Tan Eng Liang）将梭和
（SOHO）改组成为现代化公司。此
外，梭和还生产口服药，是处方药
市场上倡导使用纯天然药的先驱
者和潮流引领者。1996年，梭和
集团进军非处方药市场。梭和集
团生产非处方药、草药和保健品。
业务分为三部分：处方药的生产、
保健品的生产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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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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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印度尼西亚担
任主席期间，东盟和中国将恢复
谈判《南海行为准则》的论坛。
预计印度尼西亚将在这个论坛
上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担任东
盟轮值主席国之外，印度尼西亚
也不是一个声索国。东盟需要
统一其成员国的愿景和使命，以
便取得谅解和决定，从而达成一
项对东盟和中国都有利的决
议。预计谈判论坛将产生有效、
适用和遵守国际法的行动意见。

更重要的是，东盟相关国家
应考虑自身原则和利益，不受美
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干预，不让
美国继续干涉和阻碍和平谈判
的进程。不受西方干预，是在南
海地区实现和平的主要条件。

A.美国及其盟友的干预与
维护南中国海稳定的努力相矛
盾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进一
步加强战略联盟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通过
建立“奥库斯”（AUKUS）伙伴关
系，进一步加强了战略联盟。国
防部门合作是联盟的首要任
务。防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
动是加强“奥库斯”国防部门和
印太地区军事势力的主要借
口。美国持续保持冷战思维，并

强化与盟友的力量建设，以遏制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
此，美国决定为其盟友澳大利亚
提供便利，同意向澳大利亚出售
220枚战斧巡航导弹。这种类
型的导弹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
间被美国用来攻击中东地区。
战斧导弹将补充澳大利亚皇家
海军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和弗吉
尼亚级核攻击潜艇。

美国的外交政策严重破坏
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因为“战斧”
巡航导弹是一种进攻性武器，其
射程可达1600多公里。战斧导
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
国于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和
2003年用于摧毁伊拉克。美国
向澳大利亚出售战斧导弹严重
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美国
向澳大利亚出售导弹严重破坏
了国际社会控制武器的努力。
另一方面，美国要求其他国家不
得出口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
弹，美国威胁要对违规行为实施
制裁。

然而美国本身违反了这一决
定，向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
出口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导弹。
该决定将取消对导弹和武器技术
出口的管制。其他国家也可能为
远程导弹或相关技术的扩散采取
行动，从而加剧该地区甚至世界
军备竞赛。

美国一直在对其外交政策实
行双重标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
悖论威胁着地区和世界和平。第
一个悖论是，美国自以为是人权
和民主的老师，但事实是，美国一
直将军事入侵作为一种外交方
式。历史记录显示，美国在没有
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伊拉克扩散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残忍地袭击了
伊拉克，并处决了萨达姆·侯赛因
总统。

由此可见，建立战略平衡以
维护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只是美
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武装干预和
实施政治统治的借口。美国政治
政策的这种悖论必然会导致东南
亚地区的混乱和破坏，就像美国
武装入侵中东一样。

在北约成员国人民遭受严重
经济衰退的痛苦之际，“奥库斯”
进行了战争武器的扩散，这需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无论是为了俄
乌战争，还是为了加强东南亚地
区的“奥库斯”，北约成员国人民
自己最终都是承担资助美国及其
盟友武装入侵风险的受害者。美
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只关注私营军
事公司的商业利益。民主和人权
只是操纵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及其
盟友从事武器和武器贸易的花言
巧语。

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政
治统治

美国增加了在菲律宾的军事
能力和武器。为此，美国和菲律
宾达成协议，美国将在菲律宾增
加四个新的军事基地，使美国在
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数量达到九
个，所有这些基地都指向南中国
海和台湾海峡。

美菲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只
是为了迅速大规模部署美军，作
为美国在菲律宾实施统治政治的
新策略，以进行美国对南中国海
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干预。简言
之，美国武装干预的真正目的是
以“联合军事演习”的名义不断扩
大和加强美军在菲律宾的存在。

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旨在提高
美菲联合作战能力。美军利用

“联合军演”的势头，对菲律宾军
队进行了武装干预南海新战术的
训练。菲律宾军队在作战战略、
装备和训练方面都比美国军队弱
得多。双方兵力不均衡，但两国
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仍在进行
中。

在这次演习中，菲律宾军方
能否向大海发射海马火箭发射
器？菲律宾军方是否也有能力击
沉目标船只？菲律宾军方是否也
有能力击沉目标船只？在联合演
习中，美军使用了最新的技术作
战装备，这些装备不属于菲律宾
军方。如果只有美军完成所有活
动，而菲律宾军方则在远处观看，
那么称之为“联合军事演习”是否
正确？

菲律宾被视为对美国有吸引
力，并不是因为菲律宾军队的作

战能力，而是仅仅因为菲律宾在
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战略地理
位置。美国鼓励菲律宾在南海争
端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对抗，阻碍
和破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方
式。

2016年，菲律宾放弃了与中
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谈判程
序，起诉中国进行国际仲裁。而
国际仲裁法院对主权争端没有管
辖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决定
实施和平谈判机制，作为解决主
权争端的一个步骤。《海洋法公
约》第一部分第十五章第279条对
此做出规定，确立了和平解决主
权争端的方式。

此外，菲律宾反对《行为宣
言》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
海问题的原则，2016年提出通过
国际仲裁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再
加上目前菲律宾允许美国更多使
用其军事基地的举动，使南海争
端解决谈判更加复杂。菲律宾实
施的这些政策对菲律宾产生了非
常有害的后果和影响，并严重威
胁到东盟的和平。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悖论
也出现在美国是一个尚未批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的情
况下。为了解决主权争端，《海洋
法公约》规定，争端国必须采取和
平手段解决争端。美国没有权力
和道德权利进行任何形式的干
预。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而是实施其武装军事战
略，在东南亚实施政治统治。美
国外交政策中的操纵性双重标
准，只会在创造和平方面带来适
得其反的结果，对该地区的破坏
是最终的后果。

尽管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但美国已成为在南
海问题上进行武装干预最积极的
一方。美国在“菲律宾受到恐吓”
的操纵性言论下向菲律宾部署许
多美国军队，然后对国家进行干
预和占领。

在前总统马科斯的领导下，
对菲律宾军方没有主导权，马科
斯无法镇压菲律宾境内亲美的菲
律宾军队。与前总统杜特尔特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杜特尔特成功

控制了菲律宾军队，以维护其主
权和自治。因此，在马科斯的领
导时期，菲律宾只能服从美国的
政治统治，完全由美国控制。

美国正在推行主导和全面控
制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大战略，
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围堵和
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将进一步加
强其对菲律宾的政治统治，然后
下一阶段将是对东盟的统治。马
科斯前总统将主权交给美国政治
统治的政治立场，只会使菲律宾
失去主权，重新回到美国的统治
之下。这一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隐
患，给菲律宾自身和整个东盟国
家利益带来严重的危害。

为什么菲律宾不学习中东的
经验？为了维持其霸权和政治统
治，美国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外
交手段，包括武装军事入侵和战
争。战争是美国国民经济最有利
可图的业务。美国的外交政策不
仅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而且也
违反了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因
为它破坏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生
活和文明。

B.海上发展合作
共建海上合作可以立即成为

一种选择。这条道路不仅将是逐
步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而且还
将带来共同繁荣。海事合作可以
以海洋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保
护等国际合作为重点，以港口、航
运、贸易和金融等主题为重点，促
进双方在相关专业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除了建立东南亚地区的稳
定外，海上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开发了有利于双方的海
上潜力。东盟和中国需要共同
构建一个新的南海海上合作平
台。双方都需要在海事领域学
习“东方合作”。东方合作是中
国、日本和韩国为延续和促进三
国区域内海洋治理而开展的务
实合作。

2019 年，中国、日本和韩国
作为非北极国家的主要代表，推
动筹备工作，成功成立了北极公
海渔业管理组织。供应创新是
合作的驱动力。生态友好型智
能港口是引领未来基础设施合

作的主要项目。东亚的海上风
电市场正走向一个爆发期。潮
汐能和温差能可以作为海洋科
学联合研究的重点。

东盟和中国应就加强海上
合作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和
期望，使目标和计划深度相连。
区域海洋合作可以成为提供巨
大空间和机会的一种手段。东
盟和中国可能会讨论建立以“海
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区域合作
网络，以融合开放、绿色和完整
新阶段的势头；海上功能合作与
产能合作齐头并进。

在务实合作的更高级阶段，
不太敏感的领域可以转变为更
敏感的领域。最终，随着相互联
系的发展，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
伙伴关系的条件将更加成熟。

C.对话是维护南海稳定的
最佳方式

美国煽动的冷战思维和零
和游戏只会带来各方的毁灭。
和平谈判是一种必须选择的机
制，以实现区域和世界和平。东
盟和中国不仅地理位置相近，而
且是互利的经济伙伴。维护南
海稳定是东盟和中国的共同责
任。

对于每一个问题，包括与主
权有关的问题，东盟和中国最适
合走通过对话和谈判机制和平
解决的道路。双方应该有意愿
通过《行为准则》达成一致的《行
为宣言》机制公开讨论南海问
题。

在巨大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全球不确定性中，谈判是最合适
的外交选择。必须避免美国实
施武装入侵的道路。东盟应该
从“奥库斯”的干预中变得更有
能力和更强，以解决南中国海的
动态。军事冲突和战争只会加
剧经济衰退，并带来对人类文明
的破坏。

摆脱美国干预，创造稳定的东南亚地区
美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威胁该地区和平

作 者 原 名 ：Veronika
Saraswati，系 印 度 尼 西 亚 战
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
究部主任、政治学博士。

多年来，地处南亚的印度
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合作伙
伴，是俄罗斯牵制中国，构建
亚洲区域平衡的一张牌。冷
战时期，苏联曾拱火印度，蚕
食中国西南地区，促发了中印
战争。而今，俄罗斯则继承解
体了的苏联，是印度最大的武
器供应商。印俄军工合作遍
布印度海陆空三军，印度唯一
的核潜艇“查克拉-2”号也是
从俄罗斯租借来的。

印度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在
国际拥有天赋的灵活优势。既
不依靠苏俄，也不偏赖美国，自
立国开始，就两边摇摆，两头通
吃，谁赢，他就帮谁，玩了大半个
世纪左右揩油的“不倒翁战略平
衡”。苏联强大时，印度是现金
奶牛型伙伴；苏联倒下后，印度
不是第一时间去帮助俄罗斯度
过难关，而是趁卢布贬值，赶紧
在俄罗斯“薅羊毛”。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实
行中立政策，至今年2月24日联

合国大会在通过要求俄罗斯无
条件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案时，
和中国一起投了反对票。但是
3月20日，印度忽然宣布遵循西
方对俄制裁协议，要求印度所有
银行不得违反对俄金融制裁，所
有石油进口不得高于G7对俄石
油限价的每桶60美元；同时，还
要尽量避免使用人民币。

印度为什么加入西方对俄
制裁的阵营？难道不怕俄罗斯
报复吗？印度一年来购买俄油
本就打了7折，通过转卖赚了暴
利。当俄罗斯被西方围攻而陷
入苦战，新德里却加入G7对俄
石油限价制裁。印度政府的不
仗义、墙头草，让俄罗斯抽了一
口凉气！

俄罗斯当前军费开支巨大，
财政资金匮乏，其石油出口不能
停，哪怕贱价也不得不卖。在丢
失欧盟大市场后，俄罗斯就只剩
中印两个大客户了。而中国实
施能源多元化战略，中东、中亚、

美澳等都是中国的能源供应国，
能分给俄罗斯的订单是相当有
限的。

这时，俄罗斯没有办法对印
度断供能源。如果俄罗斯不卖，
石油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印度
随时可以去买中东的石油。印
度显然看准了莫斯科深陷俄乌
战争，国际地位严重下滑，这时
站队西方，新德里能提升“国际
名望”，还能蚕食俄国的经济利
益。

即使俄乌战争结束，俄罗斯
也不能和印度反脸，还得继续跟
印度进行能源交易。俄罗斯的
能源命脉被印度掐住，在地缘战
略也不能让印度全面倒向西
方。印度是俄罗斯的武器大客
户，丢掉这个大客户，俄罗斯的
武器、石油出口，都将面临巨大
损失。

而印度通过向西方倾斜，能
获得西方的口头表扬，能买到更
多的欧美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

国洛马公司已开始向印度推销
F-35 隐身战斗机了。舆论认
为：印度左右横跳，看似高度灵
活，实际上却忽略发展自主工
业，反而深陷对国外科技的过度
依赖。

国际专家22日分析，首先，
虽然印度宣布对俄制裁，但并没
有完全与俄罗斯撕破脸。不过，
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和军事合作
不断扩大，美国也一直在向印度
推销其能源和其他商品；这可能
会导致俄罗斯感到担忧，认为自
己在印度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其次，印度加入对俄制裁的
原因也很复杂，它需要维护自身
的国家权益。尽管印度和俄罗
斯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但是印
度也必须考虑自己在世界舞台
上的形象和利益。加入对俄制
裁，可以让印度向全球社会显示
出其对国际秩序和稳定的“承
诺”。

总而言之，印度对俄制裁的

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结果。印度宣布遵守
西方对俄制裁协议的核心条款
有：（一）要求印度所有的银行不
得违反西方对俄的金融制裁，但
实际影响不大。（二）俄国石油进
口价格不高于G7对俄的石油限
价，其实俄方卖给印度的油价更
低。（三）印度企业在和俄方做生
意尽量以美元结算。

至于印度为何转向？印度
为何从摇摆不定转向对俄制
裁？首先，印度在制裁俄罗斯问
题上总是滑溜地两头通吃，两边
捞好处。其次，印度可能与塞尔
维亚，匈牙利一样，看到了俄罗
斯的前景渺茫。然而，新德里忽
略了普京的斗志，海牙国际刑事
法院向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
他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引发俄
罗斯人民不惜一拼的怒火；更忽
略了中国不可能放任俄罗斯被
西方集团干翻的“唇齿之依”、同
仇敌忾！

近日，美国在中国周边与
“小弟们”举行三项军演，剑指北
京。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承

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中印
边界，声称“阿鲁纳恰尔邦”(中
国藏南地区)是印度“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美国此举世人皆知，
是想挑起中印之间的冲突。

历史记载，美国是通过战争
“发家致富”的，在美国的2百多
年历史，只有16年不是在战火
中度过的。美国总是挑起战争，
刻意渲染战争威胁、激化地区矛
盾。比如伊拉克、科索沃、阿富
汗、海湾战争，以及现在仍进行
的代理人战争俄乌冲突等等。

俄乌冲突是二战后最大的
地缘政治事件，必将引起世界格
局重新洗牌。中国的俄乌停火
建议得到国际认同，但美国公开
声称“没法接受”，其态度令人匪
夷所思，更暴露了其不愿和平处
理俄乌冲突的意图，妄想牺牲乌
克兰人民，攫取美国“私利”。

印度“跟风”制裁俄罗斯，这
步棋下得高明吗？印度在外交
上是务实，或是圆滑？在国际道
义上是守信，或是狡黠？国际局
势瞬息万变，不久后必然有明确
的答案。

善变的印度跟风制裁俄罗斯■ 廖省：林越

■ 雅加达：维罗妮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