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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经济地位 
 

  [日]陈燕南 

 

    中国人移民爪哇始于公元 924年（后唐同光二年）。943年，苏门答腊的巨港地区已有

许多中国人定居，从事农田耕种。明代，郑和前后 7 次下西洋时（1405－1433 年）曾 7

次经过苏门答腊，并 6次登陆爪哇，因此当时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移民。明末，印度尼西

亚成了荷兰的殖民地，但劳工和反对清朝统治的人们不断从中国移居印尼，该地的中国人

急速增加。清朝当初想通过限制居民移居南洋来清除“反清复明”势力。但鸦片战争（1840

－1842年）后，清政府实行门户开放，再次掀起了移民印尼潮。1970年以后，中国大陆、

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纷纷向印尼投资。 

    现在，印尼的华人人口近 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 5%左右，其中 90%以上已经加入印

尼国籍，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印尼也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大部分居住在城

市地区，雅加达、泗水、万隆、茂物、棉兰、巨港都有唐人街。印尼是伊斯兰国家，但大

部分华人信仰佛教、道教、儒教。不过也有不少年轻人和中年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等。 

    印尼华人有 3种类型：一是“土生华人”；二是“新客华人”；三是“新兴华人（例如

台商等）”。土生华人有许多是混血儿，他们不懂华语，对印尼的认同感很强。新客华人基

本上没有混血，在当地仅居住了两三代，家庭内讲华语或中国方言。他们虽然对印尼的认

同感也很强，但对中国仍抱有特殊的感情。这两种类型的华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

育，其政治活动和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印尼的同化政策下，他们为了适应环境，

考虑到实际利益，便逐渐提高对印尼的归属感，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而第三种“新兴华

人”则为了子女的成长在雅加达和泗水设立了自己的学校（如台北学校），一方面认同于

华人社会，另一方面展现了与以往的华人不同的形象。 

    一般说来，印尼华人与该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政治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很大。

由于印尼政府对华人采取了“政经不一致”的政策，华人虽然具有“经济优势”，但始终

远离政治，处于“政治劣势”。华人的处世方式是“避开政治，从事经济”。华人对印尼的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受到了高度好评。可以说，“没有华人，巴达维亚（雅加达）就不能存

在”，“没有华人，印尼经济就难以取得发展”。但是，印尼华人开初在政治上就没有得到

公平的待遇，而受到了压迫、排斥和歧视。华人和原住民之间一贯不睦，因此该国经常发

生“反华”、“排华”暴动。印尼华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充满血和泪的历史。 

    华人在印尼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其地位也有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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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荷兰殖民地时代（1602－1942年） 

这一时期对华人的政策是“政经分离”。荷兰当局认可华人的经济发展，华人于 1710

年掌握了制糖及其零售业。但是，当局在政治上采取了“分割统治”的隔离管理方式，让

华人统治华人，离间华人与原住民。他们让华人集中居住在市区的特定地区，该地区便成

为雅加达唐人街的起源。由于华人的地位比原住民高，便引起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留下

了后来的“反华”、“排华”的祸根（1740年曾发生“屠杀华人事件”）。 

20 世纪初期，华人对印尼独立运动抱有同情，但原住民仍然不愿接受华人。为此，

华人对印尼文化和国家的认同始终没有加强。 

 

    2．日据时期（1942－1945年） 

    日本入侵印尼后，荷兰政府采取了“焦土政策”，封闭或烧毁华人工厂，因而华人企

业损失惨重。原住民协助日本人对抗欧美列强，华人则相反，因此原住民与华人的不睦与

隔阂愈发深刻，从而引起反华暴动。 

 

3．苏加诺时代（1945－1965年） 

印尼于 1949 年实现独立，原住民族成了国家的主人。新政府在政治上对华人加以镇

压和歧视，在经济上实行限制与没收财产。为此，华人得到的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甚

至失去财产。尤其是 1945年至 1949年期间，雅加达、泗水、万隆、巨港、爪哇各地、苏

门答腊等前后发生了 10次反华暴动，华人历经了巨大的苦难。1958年以后，政府禁止华

人使用华语和出版华语出版物，华侨团体被迫解散。政府还禁止华人在省以下的地方从商，

并关闭了 72％的华语学校（约 1224个学校）。1965年 9月 30日发生了所谓的“印尼共产

党政变”，30万－40万名左派华人惨遭杀害，许多华人流亡海外。华人社会分裂成右派和

左派，华人势力被严重削弱，在印尼社会留下了排华造成的阴影。 

 

4．苏哈托时代（1966－1998年） 

苏哈托总统于 1966年 3月 11日开始执政，采取了“防共”、“反共”政策，宣布关闭

华侨学校（629 个学校关闭，272782 名学生失学）。此外，还认定与中国有关系的华侨社

团是非法的，严厉禁止华语教育与文化活动，阻止华人形成独自的社会，同时实施了积极

鼓励华人加入印尼国籍的同化政策。整体来看，1966年至 1975年的“苏哈托新秩序”时

期对华人而言可以说是较为安静的时期，但华人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尤

其是华人不能成为警察、军人、公务员、医生，华人子女甚至进入国立大学都受到了限制。

为此，对华人来说，从商基本上是唯一的职业选择。但是，到了苏哈托政权末期，90％以

上的华侨加入了印尼国籍，华人经济成了印尼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因此为了防止华人资金

大量流往国外，长期实行的限制政策开始出现缓和的动向。自 1994 年，对华语教育及相

关活动的限制逐渐放宽，印尼国立大学和达尔玛柏萨达大学设置华语课程和讲义得到了许

可。另外，政府放宽了对华人的经济政策，重视华人资本，并给予优惠待遇，推行了让华

人资金和技术与原住民合作的措施。华人经济受到鼓励和重视，犹如恢复到荷兰殖民地时

代的待遇，政商关系也形成了良好的状态。大部分华商的企业经营从商业扩大到工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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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发展为多角经营集团，成了印尼生产、服务、资金及技术的提供者。 

 

5．新政府时期（1998年－） 

1997 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998 年 5 月在雅加达等地发生暴动，华人及台商经济遭

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苏哈托政权垮台了。1998年 5月 21日就任总统的哈比比和 1999

年 10月 20日就任总统的瓦希德（有华人血统）也因政局混乱而辞职。2001年 7月 23日

从副总统升任总统的梅加瓦蒂也因经济萧条未能得到国民的信任。 

总而言之，苏哈托政权以后，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改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以

华人为中心的政党也出现了。华人的文化、教育、媒体也得到解禁。经济上，华人的经济

力量、资金和经验受到了重视，政府的华人经济政策转为了通过取得成功的印尼华人的投

资来救济该国经济的政策。为此，政府任命华裔经济学家郭建义为经济、财政和工业统筹

部长，让金融危机时期流到海外的华人资金（300 亿－800 亿美元）回投印尼，试图加速

经济复兴。 

一般认为，印尼华人控制着该国财产和经济活动的 70－90％，但实际上掌握 50％经

济活动的却是印尼国营企业。华人当中虽有不少富裕的人，但有数千至 1万名华人只能维

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人口也逐渐增多。尤其是亚齐省的华人（约 12000

人）中有许多穷人，而因 2004年 12月 26日发生的苏门答腊湾地震引起的海啸，班达亚

齐和米拉务的华人又深受其害，华人死者达 500－600 人，约 500 间商店毁坏，大部分生

存者到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避难。 

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也可知道印尼华人的经济状况：（1）大企业家：约 170人；（2）中

等规模的企业家：约 5000人；（3）零售及餐馆、商店经营者：约 25万人；（4）其他为农

民、渔民、工厂工人、公司职员等。 

在 20 世纪最后的三十几年，印尼华人的经济、企业及金融银行业得到恢复，取得了

很大的发展。但因受到 1997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华人经济有所衰退，甚至出现了破产者。

印尼的华人企业涉及很多行业，如银行、金融、交通运输、石化工业、计算机信息产业、

木材、造纸以及不动产、百货店、超市、国际贸易、工业区、农业、食品加工等，而且占

据了各行业的首要地位。为了了解华人的企业经营状况，下面拟列举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

华人企业家。 

（1）林绍良，三林集团，旗下企业 640家。1995年，旗下的亚洲中央银行成为印尼

最大的银行。印多水泥公司是东南亚最大的水泥厂。该集团是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林绍

良在东南亚各国的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一，他与前总统苏哈托也有密切的关系。但 1998

年 5月印尼发生骚乱时该集团遭受了巨大损失，林绍良甚至跑到新加坡避难。 

    （2）黄奕聪，金光集团，旗下企业 400 家。比摩利和菲尔玛两公司生产椰油、棕榈

油、大豆油，在全国占了 50－60%的份额，是印尼最大的食用油厂家。此外，其两家造纸

公司是印尼最大的造纸厂家。旗下的国际银行在该国私人银行中位列第三至第五。该集团

是印尼第二大华人企业集团，也是“国际华商 500强”。 

    （3）彭云鹏，巴里多太平洋集团，旗下企业 135 家。彭云鹏是印尼经营林业、木材

加工等的木材大王，还经营银行业、石化工业、不动产业。该集团位列印尼华人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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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十位。 

    （4）林德祥，加查通加尔集团，旗下企业 60家，印尼最大的汽车轮胎厂家，也是亚

洲最大的虾养殖业者。旗下的印尼民族商业银行是该国五大华人资本银行之一。该集团于

上世纪 60年代以后成立、发展起来，但在 1997年金融危机时宣告破产。 

    （5）黄双安，材源帝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拥有 313 艘渔船，从事渔业和养殖加工

业，也是印尼的林业集团之一。 

    （6）郑建盛，哈山企业集团。郑建盛曾在苏哈托政权担任工商部长，与苏哈托的儿

子共同出资设立了印尼最大的航空公司森帕蒂航空公司。 

    （7）谢建良，阿斯特拉集团，从事汽车、摩托车制造以及橡胶、可可加工和医院经

营。其汽车、摩托车在印尼占有 55%的市场份额，居于首位。 

    （8）林宝兴，SP集团。林宝兴与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共同出资设立了印尼最大的糖

厂。 

    （9）郑年锦企业集团。旗下的 P.T.Argo Pants公司是印尼最大的纺织工厂，此外，还

经营钢铁、橡胶、汽车、电子化学工业、不动产业等。 

    （10）徐清华集团。旗下的清华发展公司是建筑业和不动产业的专业公司，人称印尼

不动产王。 

    （11）陈恭之，曼特拉斯集团。旗下的 5家公司生产的蘑菇罐头垄断了印尼市场，其

规模堪称世界第一。 

（12）蔡通行，盐仓集团，印尼最大的香烟制造公司。 

 

    印尼政府长期在政治上对华人进行打击和排斥，在经济上则加以利用，在文化教育方

面实行歧视和排斥措施。强制实施民族同化的不平等政策招致了今天政治、经济的混乱。

如果印尼政府能够制定一视同仁的政策，彻底改善华人的政治地位，共同促进印尼经济的

发展，那么印尼的前景将是十分美好的。 

 

        （原载日本拓殖大学华侨研究中心《新闻通讯报》第 4期，2005年 7、8月） 

乔  云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