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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的发展（（66））

陈伟南：人生价值在于奉献

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
出现许多违规行为。各个发
展商越来越不受政府监管—
特别是苏哈托家族也参与房
地产行业。大家通常不遵守
土地使用证的规定，银行不
愿意知道如何使用土地使用
证。于是就出现违规的房地
产企业家，他们希望通过出
售土地而不实际建造房屋来
获利。他们囤积土地，当认
为市场合适的时候，就出售
这些土地。也有人买卖土地
使 用 证（Properti Indonesia,
39, April 1997:23）。这就鼓

励了有能力冒险从事土地投
机活动的买家。通常他们购
买不止一块地皮或一间房子
用作投机。于是常常会出现
一个综合居住区，购买者众
多，但居住的却很少。

这样的投机游戏肯定是
不稳定的。城市发展观察家
们表示，房地产业是引发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的主
要原因（Winarso dan Firman,
2002:487-506； 见 Dorleans,
2002:41-56）。 当 1997 年 开
始发生金融危机时（房地产
业起着重要作用），政府才试

图监管房地产（Kompas, 9 Ju-
li 1997）。但为时已晚，因为
市场已经变得扭曲了。很多
行业都受到打击，包括房地
产业。通货膨胀也使房地产
业，尤其是小型房地产企业
破产。

大发展商通常都可以抵
挡金融危机，因为他们都足够
多的土地储备，有足够大的项

目，可以“拆东墙补西墙”
（menggalilubang dan menutu-
plubang）。例如波多摩罗集团
总 裁 汤 新 隆（TrihatmaHali-
man, Thong Sin Lung, 1952-）
曾经说过：“在困难的条件下，
全球危机下，我们放弃了三个
项目来填补其它两个项目
……毕竟，如果我们有钱，我
们可以购买更多被放弃的项

目……”（KSP, 2011:28）。在
危机时期，小发展商的土地使
用证转给大发展商，最终被淘
汰。

1997年的金融危机证明，
土地储备（以及出售楼花以获
得资金）可以挽救大型房地产
企业家。能够面对金融危机
并最终在改革时期取得胜利
的大型开发商，并不是百分之
百由于专业性，而是因为他们
有足够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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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新隆

爱国爱港实业家陈伟南
先生的追思告别仪式日前在
香港举行。灵堂的挽联写有
陈先生的座右铭“事业成功在
于努力，人生价值在于奉献”，
墨宝由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
题赠。他曾评价：陈伟南是一
位真正坐言起行的人。

执着坚守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

主席、著名潮籍侨领、爱国爱
港实业家、慈善家陈伟南3月
20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106
岁。他的灵堂以白色鲜花布
置，遗像上方安放着“懿德仁
心”匾额。追思告别仪式上播
放的生平短片，一幕幕往事让
人们缅怀陈伟南不凡的一生。

陈伟南出生于广东省潮
州市潮安区沙溪镇。1937年，
陈伟南赴香港谋生，从摆摊卖
杂粮开始，经历种种艰难后，
生意越做越大，成为闻名香港
商界的“橡胶大王”“饲料大
王”。

陈伟南曾担任广东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区代
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

府推选委员会委员。他曾获
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星
章，并获得香港大学、香港岭
南大学荣誉院士等荣誉。

谈到潮商成功秘诀，曾担
任香港潮州商会第四十二届
会长的陈伟南在2021年 9月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潮商们最初都是打工者，一
元两元钱地挣，慢慢地白手起
家。这都是刻苦耐劳换回来
的，如果熬不住，吃不了苦，就
不可能成功。”

历史见证了一代代潮商
卓越成就的轨迹。陈伟南指
出，潮商历久不衰，就是因为
刻苦、耐劳，这是潮商的根。

心怀家国
大半个世纪以来，陈伟南

把经商办实业和社会、民众的
需求紧密相连，把自家的生意
与国家的建设，自己的命运与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融为一
体。

在陈伟南眼里，他在业界
取得的成就和国家日益强大
密不可分，只要国家有需要，
他愿意竭尽所能去完成。

据陈伟南之子陈幼南回
忆，父亲格外重视年轻一代的
教育问题，时常提起旅港多年
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时那里的
贫困状况。陈伟南捐资建校、
培育人才的善举由此激发。

多年来，陈伟南不遗余
力，倾其所能，为家乡的文化
教育事业捐赠项目逾百宗。
他陆续捐建了沙二幼儿园、沙
二小学等学校。在母校韩山
师范学院，他捐建校史馆、教

学大楼、篮球馆等设施。除此
之外，他参与组织发起潮汕星
河奖、潮州市“金银星”奖学
金，鼓励优秀潮汕学子。

陈伟南家国情怀浓厚，反
哺桑梓热切。陈伟南不仅在
家乡设立老人福利金，捐建沙
溪自来水厂和沙溪华侨医院
等，还长期资助潮学研究，捐
建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为弘
扬中华文化、潮州文化贡献力
量。

陈伟南对祖国的教育、科
技、文化等领域作出很大贡
献，捐助范围遍及潮汕各地及
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据
了解，陈伟南投入慈善事业的
捐资额已超 2 亿元人民币。
他曾说过：“力所能及地贡献
社会，是我人生的福分，也是
最大的价值。”

陈伟南曾常年奔波在内
地与港澳之间，力促海内外潮
人精诚团结。2001年 10月，
陈伟南创立香港潮属社团总
会，带领16万会员共同为国
家发展、香港繁荣稳定和家乡
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后人楷模
担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

期间，陈伟南发起创办香港潮
州节，促进潮港文化交流。他
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让大家的
优势互相融合，并与大湾区创
业青年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年
轻人发展。

在香港潮州商会同事的
眼里，陈伟南敢闯、敢试，即使
百岁高龄，仍思维敏捷，是大
家的“智多星”。香港潮州商

会第五十二届会长黄书锐说，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大家都
很愿意听听陈先生的看法。

“有他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我
们觉得很安心。”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在
祖辈的基业上，年轻一代潮商
被赋予新的使命。

陈伟南的孙子陈诚杰受
到爷爷爱国爱港精神的鼓舞，
2006年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回
到香港，目前担任潮晋会（香
港潮州市同乡总会青年委员
会）主席。他积极凝聚潮籍青
年，开展公益活动，加深广大
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爷爷一直跟我说，爱国
爱港是中国人的本分。发展
是最好的纪念，行动是最好的
传承。我将不负爷爷的期盼，
用青年人的声音讲好香港故
事、湾区故事、中国故事，继续
力所能及地帮助更多人。”陈
诚杰说。

供稿：新华社
记者：谢妞、张雅诗

陈伟南孙子陈诚杰手捧遗像走出香港殡仪馆。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众所周知，南海是世界上需求
量最大的水道之一，也是一个极具
敏感的区域。中国、越南、马来西
亚、文莱、菲律宾五国，以及中国台
湾地区，都宣称在这块水域拥有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从根本上说，在没有直接和行
之有效的法律解药和良方出现之
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持续为争
夺该水域的相关主权和权益而斗
争。另一个争论点则涉及该海域
的油气、渔业和海洋资源的专属主
权。

此外，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
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挑起的针对
中国的对抗和竞争，加剧了南海的
争端和紧张局势。鉴于当前所有
这些挑战，特别是菲律宾和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偶有发生的摩擦，确保
南海争议水域的冷静、和平与稳
定，至关重要。

南海如何成为一个和平与合
作区域，而不是潜在的军事冲突爆
发点，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同
样，对于南海声索国和东盟来说，
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促成相
关方都能最大程度遵守和尊重的
机制，以缓解紧张局势，促进富有
成效的合作，而不是对抗。

这 些 问 题 的 答 案 至 关 重 要 。
因为现实表明，鉴于南海的复杂局
势，争端很可能不会很快得到解
决。因此，在各方致力于解决争端
的善意基础上，制定、通过和实施
一项谨慎、务实、外交与和平的战
略，是当务之急，也是必不可少的。

争端的影响
在阐述我对如何解决南海争

端的一些想法之前，让我先谈谈争
端对声索国的一些不利影响。

首先，如果南海局势持续紧张
并一旦失控，将对声索国间的政治
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目前
在菲中关系中非常明显。双方政
府正式宣布，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和
利益冲突只是两国双边关系的一
小部分。这是真的。然而，它对两
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产生了负面影
响。这也是现实。

在菲律宾国内，围绕菲中两国

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分歧，
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然而，我也
承认，由于西方媒体的偏见报道，
以及菲律宾一些狂热的亲美分子
的反华宣传，许多菲律宾人对南海
争端有很多误解。这是问题的关
键。

其次，如果管理不善，争端可
能会阻碍声索国之间的贸易和经
济合作。在南海地区捕鱼的当地
渔民，无论是来自菲律宾、中国、越
南还是文莱等国，都陷入了声索国
政府之间围绕争议水域的拉锯战
之中。这根本不是一个积极的前
景。

更 不 幸 的 是 ，由 于 南 海 争 端
的 讨 论 主 要 涉 及 领 土 主 权 和 海
洋权益，这些议题很容易关联到
民 族 主 义 、国 家 认 同 、主 权 和 领
土完整，以及不可侵犯的国家边
界等问题的讨论，这都将加剧分
歧和利益冲突，而不是合作。

因此，有必要摆脱这些破坏性
和适得其反的观点，寻找替代性的
方法去谋求地区认同、人道互助、
资源合作与开发。这些将在许多
方面积极缓解声索国之间的紧张
局势，并有助于通过和平和外交的
途径解决南海争端。

前进的道路
尽管如此，我相信，如果声索

国更加重视大局，从“赢家通吃”的
心态转变为更集体、更合作的观
点，将南海视
为一个和平、
合 作 与 繁 荣
的区域，而不
是 视 其 为 围
绕 海 洋 和 领
土 主 张 的 潜
在 冲 突 和 竞
争的根源，那
么 南 海 的 紧
张 局 势 将 在
更 大 程 度 上
减 轻 甚 至 消
散。

我 还 认
为，解决或至
少 缓 解 南 海
紧 张 局 势 的
可 能 方 法 之

一是，争议各方是否足够开放，在
管理和共享资源方面务实合作，以
造福其国民。

在 这 一 点 上 ，更 务 实 和 富 有
成效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端的

“高政治”层面，即主权和领土完
整相关问题的争论，并将注意力
和精力集中在争端的“低政治”层
面，寻找可能的建设性合作领域，
如联合渔业管理、联合石油气勘
探、联合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合作。

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困难，东
盟和中国都应该以积极务实的态
度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在我看来，《南海行为准则》是一个
可行的外交机制，也是管理和解决
南海争端的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
的重要框架。

事实上，这些双赢战略有可能
将困境转化为一个机会，这将为南
海周边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
利益，并促进他们拥有一个更美
好、更进步的未来。

解决南海争端任重道远，是一
场艰苦的战斗。尽管建立共识的
过 程 可 能 很 困 难 ，但 并 非 不 可
能。相比之下，在南海问题上选
择对抗，无疑将会弄巧成拙、适得
其反。

（本文作者：安娜·玛琳多格教
授，亚洲世纪菲律宾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

漫点南洋 （本报原创） 平衡术

投稿信箱：editor@guojiribao.com）

增速高于前值和预期”“中
国经济加快复苏”“中国经济开
局 良 好 ”…… 中 国 官 方 18 日 发
布 2023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数据
后，外媒纷纷给出评价。中国经
济用实力说话，交出了一份亮眼
的“首季报”。

经初步核算，一季度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 284997 亿元人民币，
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 ，同 比 增 长
4.5%。再看一些具体数据：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5.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4.8%……这表明，随着积极
因素累积增多，中国经济企稳回
升，为实现全年的发展预期目标
奠定了基础。

今年以来，美欧通胀高企，
货币政策持续收紧，近期美欧一
些 银 行 还 出 现 了 流 动 性 危 机 。
加上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运
行不稳定性加剧。在这样的背景
下，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超出预期
来之不易。《华尔街日报》认为，在
美国和欧洲经济放缓之际，中国
经济复苏将提振全球经济。

好 成 绩 都 是 干 出 来 的 。 一
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是中国
上下“全力拼经济”的结果。年
初开始，中国各地就千方百计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积极的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
政策精准有力，各项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政策举措力促经济好
转。比如，一季度金融数据非常
亮眼：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
元，同比多增 2.27 万亿元。有分
析指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靠前
发力，加速了企业复工复产。

消 费 快 速 回 暖 是 一 季 度 中
国经济的一大亮点。为了促消
费 ，上 海 打 造“ 一 街 区 一 主 题 ”
特色商业地标，江苏推出赏花、
美 食 、露 营 等 500 多 项 文 旅 活
动 ，甘 肃 嘉 峪 关 开 发 了 仿 古 出
关、丝路民俗等沉浸式文旅项目
……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消费

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5.8%，相比
去年四季度下降 2.7%明显改善；
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 66.6%，比去年全年
明显回升。

此外，一季度，中国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 7%，明显快于全
部投资，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 15.2%。新能源汽车、太阳
能 电 池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22.5% 、
53.2% …… 这 表 明 ，中 国 经 济 转
型升级态势持续，新动能继续壮
大。这契合了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进高
水平开放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活
力。今年以来中国优化调整疫
情防控政策，中外人员往来日益
密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
亚洲论坛、消博会、广交会……
一系列开放平台拉近了中国与
世界。外企高管们纷至沓来，考
察走访、洽谈合作，持续推进在
华投资。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
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近日接受
采访时说，中国市场需求强劲反
弹，预计第二季度美妆市场热度
将进一步回升。

值 得 一 提 的 还 有 外 贸 这 个
“经济晴雨表”。一季度中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9.8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4.8%。特别是 3 月
份出口额按人民币计价同比增
长 23.4%、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
14.8%，表现突出，有力稳定了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彭博社网站
报道称，中国一季度出口出人意
料 的 增 长 是 经 济 向 好 的 迹 象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认为，今年中国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约三分
之一。

当 前 国 际 环 境 仍 然 复 杂 多
变 ，中 国 国 内 需 求 不 足 制 约 明
显，经济回升基础仍不牢固。有
困难，更有信心。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增长
的内生动力在逐步增强。随着
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中国经济
运行有望持续整体好转。很多
跨国企业认为，投资中国、扎根
中国，就是选择了更好的未来。

■ 国际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