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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即将迎来印尼总统和
国会选举，这是象征印尼民主的重
要里程碑。然而，印尼的各方面发
展是否能达到民主、和平与繁荣的
目标，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究。过去
的选举中，人们总是对可能爆发暴
力事件感到担忧，尤其是对于少数
族群，如华人华裔。他们是否会再
次成为暴力事件的对象呢？总统
大选时常伴随着一些谣言，声称某
些政党庇护华人华裔权益，或者亲
近共产党。为什么华人华裔成为
选举或在印尼引起敏感的名词
呢？本文将试图从印尼的历史和
世界政局出发，分析这个问题。

华人华裔在印尼的地位和
角色往往是印尼选举中的敏感议
题。历史上，印尼曾经历过一些
动荡的时期，其中包括了对华人
华裔社群的不公平对待和暴力事
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华人华裔社
群对于自身权益和安全的担忧，
尤其是在选举期间。

选举时的谣言和指控通常
是影响华人华裔地位的主要原因
之一。某些政党或候选人可能试
图利用种族和宗教议题来操纵选
民的情绪，使华人华裔成为政治
攻击的对象。这种政治操作在印
尼的选举中并非罕见，然而，我们
应该意识到这些指控往往是基于
偏见和不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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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卡诺至苏哈托时期的印尼

印尼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
的社会背景是印尼民主发展的重
要基石。但是，这种多元性也带
来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和不安。

印尼的宪政制度在面对多
元性和分歧社会方面遭遇了一些
挑战。由于印尼的独特历史背
景、多样的族群、宗教信仰和语言
环境，自1945年独立初期开始的
宪政制度旨在仿效西方多元社会
的代议制下的多党内阁制，被称
为“共识型民主”。其目标是透过
制度设计，纳入各种代表性的族
群团体，让不同的社会组织能够
参与国家机制内的政治活动。

尽管这种“共识型民主”的制
度设计满足了多元社会参与政治
的基本需求，却未能实现经济和政
治秩序的稳定。国会的产生是基
于比例代表制，选民必须在政党之
间做出利益抉择，这使得多元政党
因意识形态而对立，增加了国家整
合的困难。在1950年到1957年的

“议会民主”时期，印尼政坛经历了7
次内阁更迭，种族和派系政治引发
的党派斗争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民主选举的结果因政党意识形态
的差异而导致国内分歧。多元政

党的政治竞争削弱了国家的统治
能力，分歧社会摧毁了社会共同的
价值信仰，这正是所谓的“不可治理
性”。

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直
到1949年获得国际承认的时期，
印尼华人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第
一群是支持印尼独立并直接加入
印尼国籍的华人。第二群则是坚
持保留中国国籍的印尼华人。持
有中国国籍的印尼华人又可分为
两派，即支持新中国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派和支持“中华民国”
的一派。当时的苏卡诺对于华人
内部的争执并没有太多意见，他
认为宣言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人就
是印尼人。然而，从政治角度来
看，苏卡诺意识到印尼独立后直
到1958年之间，华人社群内部存
在着争斗。

在这段期间，华人社群中的
“红派”和“蓝派”对于华侨社团和
学校的控制以及在报刊上的攻击
存在着不妥协的态度。到了1958
年，印尼爆发内战，印尼政府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支持反政府叛
军，并逮捕了一些反共华侨领袖，
同时关闭了所有反共的华侨社
团、学校和报社。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一些“蓝派思想者”路线的改
变，支持“中华民国”的华人群体
逐渐融入到印尼社会中。

这段历史反映出印尼华人
在政治上经历了许多变迁和挑
战，并在不同政治派系间产生了
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
发展，华人社群逐渐融入了印尼
社会，并为印尼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这也显示出印尼正在努
力实现民主和平的目标，并促进
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苏卡诺时期，华人参与政
治是相对平凡的。大部分华人选
择加入印尼共产党是因为该党相
对宽容，且与苏卡诺当时的政治
路线保持一致。然而，苏卡诺下
台后，华人就被指责与中国勾结，
支持印尼共产党的政变。1965年
9月30日发生了被称为共产党起
义的政变事件后，印尼与中国的
关系发生了急剧转变。

接替苏卡诺的苏哈托将军
立即宣布禁止华人文化，包括中
文的使用。华人也无法参与政
党，只保留了投票权。这种政策
对于华人社群来说是一个重大的
限制和挑战。华人社群的文化和
语言受到了压抑，且参与政治活
动的空间大幅缩小。

这段历史表明，在苏哈托时
期，华人社群在政治上面临了许多
限制和歧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
受到了打压，政治参与的机会受到
了限制。这对于印尼华人来说是
一个艰难的时期，他们需要在这样
的环境下努力保护自己的权益和
身份。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
史是多维度的，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和解释。对于印尼的政治局势和
华人社群的地位，还需要深入研究
和探讨，以获得更全面和客观的理
解。

在政变平息后，由于“议会民
主”时期的政治斗争，军事强人苏
哈托领导的军人政权引用了1945
年宪法，以威权统治取代了民主政
治，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Orde
Baru。根据“新秩序”的理念，苏哈
托提倡国家意识形态“班查西拉”
（Pancasila），建立了统合主义政党
“高尔卡党”（Golkar）领导的政府，
民主原则被爪哇文化中的“协商一

致”和“互助合作”的概念所取代，
强调以“政治稳定”换取“经济发
展”。

在1971年，当“高尔卡党”赢
得选举并掌握政权后，苏哈托下
令减少政党的数量，将回教政党
合并为“联合发展党”（Partai Par-
satuan Pembangunan，PPP）；而
民族主义政党、天主教党和基督
教政党则合并为“印尼民主党”
（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DI）。这些政党原本就存在分
歧，由于内部冲突而无法茁壮，执
政党则坐收渔利，取得连续多次
选举的胜利。

这段历史显示，在苏哈托时
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威权统治取代了民主政治，并且
政党合并与控制进一步减少了政
治多元性。苏哈托政府的优先目
标是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但也导致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
主价值的削弱。这段时期对于印
尼社会和华人社群来说都带来了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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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主化的印尼

印尼的民主化过程在20世
纪80年代初开始有限度的政治参
与，但真正的转型发生在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场金融危
机对印尼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
大冲击，主要原因是苏哈托时期经
济虽然有所改善，但政商关系的腐
败并未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危
机发生时，政府无力采取有效的救
助政策，汇率下跌的程度也是最严
重的之一。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负
成长，内政受到重大打击。这使得

“新秩序政权”一度引以为傲的发
展成果瓦解，统治合法性持续下
降。学生示威运动持续发生，要求
政治改革，甚至围困国会大楼，要
求苏哈托总统下台。当印尼政府
无法维持正常的政治秩序时，迫使
苏哈托自愿退位，由继任者哈比比
接手善后工作。

这个时期的转型标志着印
尼的民主化进程，结束了苏哈托
长期的威权统治，并为政治改革
和多元化开启了道路。然而，民
主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印尼
在随后的年代仍面临着挑战和困
难。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可以视为触发印尼政治转型的重
要事件之一。

在哈比比（Habibie）上台后，
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措施，
其中包括通过政党法、选举法和
国会组织法。根据这些法律，印
尼于1998年5月解除了对政党的
禁令，并在1999年举行了首次没
有党禁的全国大选。选举结果揭
晓后，由印尼国父苏卡诺的长女
梅 嘉 瓦 蒂（Megawati Soek-
arnoputri）领导的“民主奋斗党”
（PDI-P, Partai Demokrasi In-
donesia-Perjuangan）以民族主
义和中产阶级改革形象获得选民
支持，成为国会中最大的政党。
而“高尔卡”（Golkar）则成为国会
的第二大党。尽管改革派政党取
得了胜利，但由于印尼社会结构
的多元分歧，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能够掌握过半数的国会席次。

基于共同的宗教意识形态，
回教政党联合组成了“中央轴心

联盟”（Poros Tengah），获得国会
过半数的席次。他们推举国会中
的第三大党“国家觉醒党”（PKB,
Partai Kebangkitan Bangsa）的领
导人瓦西德（Abdurrahman Wa-
hid）担任印尼总统。这样的政治
格局反映了印尼社会的多元性和
各派力量之间的平衡。

在印尼民主化的过程中，华
人首次成立了政党。1998年6月
5日，李学雄（Lieus Sungkharis-
ma）成立了印尼华人改革党（Par-
tai Reformasi Tionghoa），同时
穆斯林土生华人亚文（Muham-
mad Yusuf Hamka）也成立了印
尼华人同化党（Partai Pembau-
ran Indonesia）。然而，这两个政
党都无法吸引华人的兴趣，其中
一个原因是华人对参政存在恐惧
感，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
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华人成
为了反共主义的牺牲者，这使得
华人家庭普遍希望他们的子女避
开政治。此外，华人常常自觉是
外来人，选择不干涉与他们无关
的事情，这也导致原住民对华人
的印象是，华人不愿意与原住民
交流且拒绝融入当地社会，原住
民也认为华人自认为高人一等。

自1998年后成立的印尼华
裔总会（INTI）和印尼华人百家姓
协会（PSMTI）等华人组织，强调
它们是文化组织，不干涉政治。
但事实上，不论是成立文化还是
社会组织，一旦成立组织就代表
参与某种政治活动。

华人参与政治的障碍往往
涉及深层次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包容和平
等的社会，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平
等地参与政治活动。

华人的态度肇因于政府决
策未能依循“人民平等”的原则，
例如一些特定事件，这些事件对
印尼华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反
映了在某些情况下华人仍面临着
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例如，副总
统Jusuf Kalla在2004年的宣言对
于华人控制整个印尼国家的经
济。这些事件都导致了华人的财
产被破坏和社区的不安。

这些事件反映了某些政府
官员或地方当局的不当行为和对
华人的歧视态度。这样的行为和
态度对于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
社会是有害的，并且可能加剧华
人对政治参与的犹豫和恐惧感。

然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
些事件不代表整个印尼社会或政
府的立场。印尼是一个多元文化
和多宗教的国家，有许多人尊重
和支持平等和包容的原则。在近
年来，印尼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包
括提供更好的保护少数族群权益
的法律和政策。为了建立一个更
公平和包容的社会，仍然需要努
力，包括教育、法律和政策的改
革，以消除种族和宗教歧视，并确
保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和机会。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各
界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公正
和平等的印尼社会。

另外，2017年雅加达特区省
长钟万学的事件，这是一个有争
议的情况。钟万学是华裔基督
徒，他在竞选过程中遭受了攻击

和指控，其中一些攻击涉及他的
宗教和种族背景。他在演讲中引
用了古兰经的一段经文，这段演
讲被修改和断章取义，引起了对
他的指责和抗议。

这一事件引发了许多争议
和分歧，并引起了一些人对钟万
学的不满和抗议。印尼警政署将
其身份提升为“嫌疑犯”，这显示
了事件的敏感性和严重性。

这样的事件凸显了在印尼
一些地区，仍存在对非伊斯兰教
徒和非原住民担任高职的不接受
态度。这种偏见和歧视对建立一
个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构成了挑
战，并影响了少数族群的政治参
与和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要指出，这样
的事件并不代表整个印尼社会的
观点。印尼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
宗教的国家，许多人支持平等和
包容的原则。许多印尼人对这种
偏见和歧视持反对态度，并致力
于建立一个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的社会，需要
进一步加强教育、促进尊重和理
解，以及改革法律和政策，以确保
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
机会。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各界
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更公正和
平等的印尼社会。

在2019年印尼的总统和国
会选举，以及该选举中的华人和
中国劳工问题。这些问题在选举
中成为焦点，并引发了人们对新
的反华情绪的担忧。2019年的选
举中，一些政治人物利用华人和
中国劳工问题来煽动情绪，以获
取选民的支持。这种情绪煽动可
能引发对华人社群的恐惧和不
安，并加剧社会的分裂。

在印尼总统选举中，就业和
经济成为主要焦点，特别是在民
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总统佐科
威为了寻求连任，开展了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欢迎中
国的投资和合作。他接受了中国
提供的海外贷款和投资，这引起
了竞争对手普拉伯沃的批评，指
责佐科威出卖国家利益。

然而，在选举结束后，普拉伯
沃成为执政党的国防部长，他多次
强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商人对印
尼的建设性贡献。这显示出即使
在竞选期间存在反华情绪，但在实
际执政中，印尼政府仍然重视中国
的投资和合作，并承认中国在印尼
各个领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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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对中国崛起的肯定
印尼对中国崛起的肯定一带

一路倡议为印尼带来了许多发展
机遇和设施建设项目。中国的投
资和技术援助有助于推动印尼的
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这对
于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基础设施水
平以及促进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投资和
合作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一些人担心大规模的中国
劳工涌入可能对当地就业市场产
生压力，并导致一些本地劳工失
业。此外，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
环境和社会影响也需要妥善处
理，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当
地社区的利益。

因此，在推动中国投资和合
作的同时，印尼政府需要确保这
些合作项目符合国家的发展需求
和利益，并确保受到监管和监督
的规范。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国
内产业和人才的发展，以提高印

尼的自主能力和竞争力。
最近在网络媒体我们都能

看到印尼前副总统尤素夫·卡拉
（Jusuf Kalla）引用错误数据，造谣
印尼超过50%的经济掌握在华人
手中，试图操弄反华情绪。这样
的言论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并得
到一些人的支持。在即将到来的
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一些政客
可能会利用反华情绪来赢得选
票，但这样的做法可能带来严重
且广泛的后果。

选举期间的政治谣言和情
绪煽动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尤
其涉及少数族裔的偏见。然而，
印尼政府有责任领导并防范任何
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和负面影响的
情况发生，特别是与中资公司有
关的问题。政府应该致力于促进
种族和谐，维护公平和平等的原
则，并确保所有公民的权益受到
保护。

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
教国家，建立一个种族和谐的社
会需要政府的努力，并且需要整
个社会的参与。这包括教育、促
进对话、增加相互了解和尊重的
机会，以及打击种族歧视和仇恨
言论的法律和政策措施。重视社
会凝聚力和共融性是建设和平稳
定的社会的关键要素。

面临即将到来的2024年的
总统大选，印尼政府应该积极推
动建立一个包容性、公正和平等
的选举环境，以确保所有公民都
能平等参与和发声。这样的做法
有助于减少分裂和不和谐，并推
动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印尼执政者不会让暴动再次
发生，并强调印尼政府意识到外资、
特别是中国企业以及当地华人的经
济支援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同时，
政府和军队会保护国家利益，确保
印尼的民主化进程能够和平进行。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政府当然会努力防止任何可
能导致暴力和社会动荡的情况发
生。这包括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
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并维护社会秩序。

印尼政府意识到外国投资
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并对中国企
业和当地华人的经济支援持开放
态度。外资投资和华人社区的经
济活动能够促进就业机会、技术
转移和经济发展，对印尼的经济
增长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在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经济
合作方面，通常会制定相应的政
策和法律来保护国家的利益，确
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益的均衡
分配。

04
结论

从国家利益与安全角度出
发，中国企业家，当地华人企业家
根本不用担心排华历史重演，因为
暴动只会发生如果收到军队的支
持，而军队又收到外国（强国）的支
持。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角度出
发，印尼政府将致力于保护所有企
业家的权益，无论其国籍或族裔背
景。政府重视社会稳定、民族和
谐，并将采取措施防止种族冲突和
排华事件等社会动荡现象的发
生。中国企业家和当地华人企业
家在印尼的地位受到政府的重视
和保护，并且他们的贡献对印尼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印尼
政府将确保国家安全并维护国家
利益，而军队行动将符合国家的需
要，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操纵。

原载6月26日“拓维印尼”

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若
是生命中有神同在，他靠神
喜乐的心情，也会不断涌流
出来。透过基督耶稣我们的
心会常常喜乐。圣经帖撒罗
尼迦前书五章 16-18 节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
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

信徒们每逢参加教会崇拜
聚会时，大家主内一家亲，应
该有苦同担，有乐同享，大家
欢喜快乐地坐在一起，聆听
神的真理。大家同心合一，
彼此关怀，恳切地为彼此家
庭的儿女们亲戚们代祷。为
彼此家庭的工作顺利、事业

成功、幸福家庭，不住地祷
告，凡事谢恩。求神赐我们
每个家庭，取之不尽、用之不
完的丰盛恩典。求神赐给我
们奇妙的恩典，深不可测的
真理，让我们的生活常常喜
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圣经箴言十五章13节说：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
忧愁，灵被损伤。”这节圣经
教导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
扰失望失意时，我们仍要以
喜乐的心面带笑容，面对人
生。因为喜乐可以让人心
安，给人带来盼望，让人振作
起来。常常喜乐鼓励我们继
续前进，鼓励我们在遇到百
般的磨炼中，仍要心存盼望
和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
过了磨炼以后，必比黄金更

宝贵，比钻石更坚硬。信心
最大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的
喜乐。

上帝是我们所有福分的
源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
典，必须牢记在心；要常常喜
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上
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要
成就我们的祷告。

不住地祷告是显示基督
徒对上帝具有充满信心的凭
据。每天我们不忘向上帝祈
求祷告，告诉上帝你遭遇许
多苦难，让神安慰你；告诉上
帝你感受的喜乐，让神使你
动机纯正；告诉神你不时遭
遇试探，让神保守你的信心；

告诉神你心中的忧伤，让神
医治你的忧伤忧虑。罗马书
十二章 12 节说：“在指望中
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
告要恒切。”基督徒每日要
与上帝不断地沟通，与神要
保持联系；每天清晨夜晚要
向神倾心吐意，心存喜乐，不
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无
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的神会帮助我们。神每日每
时每刻都会垂听我们的祷
告，祝福我们每日的生活；神
会帮助我们解除一切困难，
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
都过着常常喜乐的美好生
活。

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凡事
谢恩，凡事谢恩是每个基督
徒必须遵守神美好的旨意。
生活中每个基督徒，无论生
活在恶劣的环境都要倚靠
神，因为神爱世人，祂会看顾
我们，保守我们拥有平安喜
乐的生活，赐给我们丰盛的
恩典。

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爱
神的榜样，虽然他心中有许
多忧愁，但他深知神深爱他，
每天伴随他与他同行，了解
他的一切心怀意念。所以他
每天心无挂虑，每天过着常
常喜乐的生活，不住祷告，凡
事谢恩，快乐无比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
是神所爱的儿女，在神面前
要坦诚地倾诉生活的感受，

寻求神的庇护，听从神的教
导，定睛仰望神。以坚强的
信心接受神永恒不变的爱。
每天要靠主喜乐，恳切不住
祷告，凡事谢恩，过讨主喜悦
的生活。

藉着这篇常常喜乐的文
章，我为弟兄姐妹们编写一
首诗歌，让我们同心合意歌
颂赞美，荣耀神的名：

我要常常喜乐，我要靠
主喜乐，因为主是喜乐的江
河；

我要常常喜乐，我要靠
主喜乐，因为主是生命的源
泉；

不管是生活处在顺境和
逆境，我都要靠主喜乐；

每天我要唱出赞美荣神
的凯歌，我要靠主喜乐。

【编者按】本文是赖剑文博士继6月21日《印尼总统大选后的
政策走向和外国投资机会》一文之后，再次为“拓维印尼”微信公众
号提供的特邀专稿。这篇专稿是赖博士针对中国投资者最关心的
印尼独立以来对华政策进行梳理，从历史脉络以及华裔族群在印
尼社会地位的变迁，分析2024印尼总统大选后的政策走向。

常常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