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二战后东南亚华侨

华人社会的变化发展

许肇琳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关系
,

约三千万海外华侨华人中的 聚居在东南亚
。

二次世界大

战 后
,

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
,

他们在思想观念上
、

国籍 归属上以及经济属性上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
。

本文试析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

一 从 “落叶归根 ” 到 “落地生根 ” 海外华人思想观念上的大变化

二战前
,

中国人不论是过洋经商
,

还是 出国佣工
,

其传统思想是 “ 侨居 ” 、 “ 客寓 ” 的

作客思想
,

只希望在外通过营商
、

做工
,

积攒财富
,

而后能 “
衣锦还乡 ” ,

买 田 地
、

建 房

屋
、

置产业
,

光宗耀祖
、

福荫子孙
。

即使客死 “ 番地 ” ,

也要把尸骨托归故 里
。

此 即所 谓
“ 叶落归根 ” 的思想

。

如 清代后期首任驻外领事
、

新加坡早期著名侨领胡漩泽 又 名 胡 亚

基
,

谢绝殖民当局和 当地民众就地安土的恳请
,

临终遗嘱 归葬故里番禺
。

早期到美洲佣工

的广州地区苦力
,

每年都组织客死同胞的尸骨用船托运故土安葬
。

这些都是在 “ 叶落归根 ”

传统思想观念支配下的典型表现
,

因为遗骨异乡
,

被认为是背弃祖宗庐墓
、

数典忘祖的大逆

不道的事情
。

但是二战 后
,

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
,

各国民族主

义兴起
,

他们为发展民族经济以巩固政治独立
,

对华侨及其经济采取同化与融合的政策
。

差

不多同时
,

华侨的祖国 —中国也于 年发生巨变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了
,

并进行一系

列的改革政策
,

尤其是土地改革政策
,

波 及海外华人
。

他们
“

衣锦还乡”已不可能
。

新中国成

立后
,

为解决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 问题
,

中国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华人国籍问

题的 条约
。

条约规定
“ 凡属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和 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国籍的人

,

都应

根据本人 自愿的原则
,

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和 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国籍 中选择一种国籍
。 ” ①

中国鼓励华侨加人当地国籍
。

在这种情势下
,

为求 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
,

他们只有顺应历史的

潮流
,

就地扎根
,

认同于居住国
,

融人 当地社会
,

作长居久住
、

世代相传下来的打算
,

逐步

树立 “ 落地生根 ” 的思想观念
。

并以主人翁的态度
,

同当地人一起
,

为建设居住国美好的生

活而奋斗
。

因而
,

就地安葬成为海外华人的新风尚
,

兼有当地名字也成为普遍现象
。

如近年

逝世的泰国华人领袖
、

银行家
、

原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先生
,

就安葬在帕蒂亚风景胜地附

近的海岛上
,

与前述胡亚基时代大不一样
。

但是
,

这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有其发展过程的
。

一是华侨本身的思想演变有其一定的逐

渐变化过程 , 另一方面居住国政府和人民对华侨华人及其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个认识
、

接

受的过程
。

过去海外华侨
,

绝大部分认同于祖籍 国中国
,

即使第二代
、

第三代
,

大都也 还 保 留 “
唐

人 ” 的身份和文化特征
,

诸如语言
、

文字
、

生活习惯
、

风俗礼仪等
。

这是中国传统观念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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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优越感起作用
,

他们视侨居地为落后的“ 番邦
” ,

焉能与之为伍
。

最典型的事例是 清光绪年

间
,

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
,

提出居住在印尼的 华民
, “ 多系本地妇女所生

,

应 属 荷 兰 子

民 ” ,

引起印尼华侨的极大不安
。

印尼各岛华侨领袖
,

联名致电中国清政府
, “ 吁请速设领

事
,

速颁国籍法
,

并采血统主义
。

并拒绝和 人 荷兰 运动
、

设法制之于先
,

保侨局
,

全 国

体 ” ②
,

认为 “ 无论去 国几百年
,

距国几万里
,

凡为其国之血系
,

即皆永为本国之民 ” ③
。

十分明显
,

他们认同于中国
,

深怕成为 当地籍民
。

年
,

中国清王朝在国内外的敦促下
,

颁布了一部以血统主义为依据的 《国籍法 》
,

而 后
,

印尼
、

泰国等也先后颁布以 出生地主义

为准则的 《国籍法 》 ,

于是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 由是产生了
。

可是在思想感情上
,

海外华人

虽然身在海外
,

但魂系中华
,

认同于中国
。

直到 年代
,

东南亚各国兴起经济民族主义
,

限

制华侨营业的境况下
,

不少华侨仍不愿入籍
。

但为 了营业谋生
,

家里找一 个人人籍
,

领营业

牌税外
,

其余仍保留华侨身份
。

在印尼
,

年仍有一半以上的华侨保 留中国国籍
。

另一方面
,

华人居住国对华侨华人及其经济在居住国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

如

印尼对华侨 申请人籍采取严格限制政策
,

所以
,

到 年
,

据统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

的华侨有 人
, “ 无 国籍 ” 的华侨有 人

,

持 台湾护照的华侨有 人
,

仍有百多

万人未能人籍
。

④原因是对华侨华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作 出了错误的结论
。

苏哈托在 年

月于棉兰接见记者时强调 “ 华人不过 占印尼总人 口 的
,

但他们却掌握和操纵 了印尼全

国资本的 左右 ” ⑤
。

因而产生限制华侨华人现象
。

直到 年
,

印尼商业信 息 中 心 主

任韦比梭诺 发表 《 一 年外资企 业 与 国 内 资 本 企 业

调查报告书 》
,

以确凿的政府经济统计数字
,

表明华人资本并没 有控制印 尼 的 经 济
。

《报

告书 》指 出 在外资合营的企业 中
,

总额为 亿美元
,

亿盾 的各注 册 资 本 中
,

外国资本占
,

原住民资本占
,

非原住民 即华人 资本占
,

国家资

本占
。

另一在国内资本经营的企业 中
,

总额为 亿印尼盾的注册资本中
,

国家资本

占
,

非原住民资本 华人 占
,

原住民资本占
,

其他资本占 ⑥
。

以事实否定了 年流行的 “ 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 ” 的错误 说 法
。

同 时
,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辩论
,

终于承认华人资本是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
,

并调动华人资本参加国家五年计 划的积极

性
,

取消 “ 原住民 ” 和 “ 非原住民 ” 的带刺激性提法
,

改称为 “ 经济力量薄弱集团 ” 和 “ 经

济力量强大集团 ” 。

解除多种管制
,

视华人企业集团为国家建设的骨干企业
。

与此同时
,

对

华人 申请入籍也简化手续
,

缩短申请期限
。

所以
,

到 年代初
,

保留华侨身份 包括无 国籍

的华人仅占华人总数约 万人的
,

即 万人左右
。

被誉为同化融合华侨华人及其资本楷模的泰国
,

在四五十年代
,

也 曾发生过限华
、

排华

的政策
。

但 年代以后
,

逐步放宽和吸引华侨人籍
。

泰国在同化融合华侨华人方面
,

采取了

温和 及一视同仁的政策
。

泰国早在 年
,

针对 清政府血统主义国籍法
,

也颁布 了 出生地主

义的国籍法
。

这个国籍法规定
,

凡在泰国 出生的外侨子 女
,

都是泰国国民
。

华侨子 女的民族

识别为 “ 华族 ” ,

但一律被认为是 “ 泰籍人 ” ,

即华侨在泰国所生的子 女都是 “ 华 族 泰 籍

人 ” 。

到了第三代
,

即这些华族泰籍人所生的子 女及其后代
,

则都 被 看 成 为
“

泰 族 泰 籍

人 ” 。

同样
,

华侨 即使是从大陆去的第一代华侨 在获准入籍之后
,

其公民身份就是
“ 华

族泰籍人 ” 。

他在泰国所生的子 女
,

也就从原来的 “ 华族泰籍人 ” 身份变成 “ 泰族泰籍人 ”

了
。

依照这个国籍法
,

华侨的第二代
、

第三代就全都变成为 “ 泰族泰籍人 ” ,

不论你是否仍

保留 写的华人特征
。

①而且鼓励华侨华人入籍
,

不像印尼那样
,

设置人为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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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华侨华人只要加入泰籍
,

就给予与泰人一视同仁的政策
。

给予同等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

可以担任政府各级官吏
,

乃至政府部长
、

总理
。

对 国家
、

社会有贡献的入籍华

人
,

同样得到国王的授勋封爵
。

为吸引华人入籍和对泰国做贡献
,

泰国当局一再 修 改 选 举

祛
,

不断放宽华人的 政治权利和 鼓励华人参政
。

年的选举法规定
,

候选人必须父亲为泰

族人
,

即至少是第三代华裔
。

年选举法作了修订
,

父亲为泰籍华裔
,

就具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

年再次放宽为只要 是合法的泰籍公民 包括转籍的外侨在内
,

均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

享有当地泰族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
,

不分彼此
,

一视同仁
,

都可以被选任为政府高

官
,

乃至政府总理
。

泰国 自 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来
,

出任政府 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

就有八人
。

在察猜
·

春哈旺任总理时
,

据统计
,

在 名 内阁阁员中
,

有中国血统的 占一半以

上
,

包括察猜总理本人
。

⑧ 当今泰国总理川
·

立派也是华裔
,

汉 名吕基文
。

由于泰国的 “ 一

视同仁 ” 政策的感 召
,

华侨改隶泰籍及其子女依泰国国籍 自然成为泰籍人成为人心所向和历

史的潮流
。

截至 年止
,

泰国华人仍保留中国国籍的 华侨人 口 约存 万人
, ⑨仅占全泰华

人总人 口 万的
,

而且大都是 岁以上的老华侨
。

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大致相同
。

华人从
“
落叶归根 ” 的心态转变为 “

落地生根 ” 的心态
,

是 个复杂的
、

痛苦的历程
。

但时至今 日
, “ 落地 生根 ” 的 观念已成为海外华人的普遍思想

,

即使所谓 “ 正唐 ” 的第一代华侨
,

绝大部分也作 出 “ 就地扎根 ” 的选择
。

至于第二代
、

第三

代 ⋯ ⋯按当地 出生地主 义的国籍法
,

自然而然地成为 当地 国籍人
。

而在华侨华人思想观念已

经变化的情况下
,

他们乐得其成
。

所以
,

我们说
,

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
,

它引发一 系列质的变化
。

首先是籍属

的 变化
。

根据近年的统计数字 印尼 万华侨华人人 口 中
,

仍保持华侨身份的只有

万
,

约占 泰国 万 一说 万 总数中
,

只有 万保留华 侨 身 份
,

占

马来西亚估计有华侨华人人 口 万
,

保留华侨身份的 只有 万
,

约占 菲

律宾 万中只有 万人保留华侨身份
,

占 缅 甸 万华侨华人中
,

华侨 万
,

占

弱 文莱约有 万华侨华人
,

华侨 万 年公布数字
,

占 越南

万
、

老挝 万
、

柬埔寨 万 三国
,

几乎 转籍 新加坡华人占全 国人

口 的
,

成为新加坡国的主体民族
,

所以
,

他们是 的华族新加坡人
。

在东南亚 国约

万多华侨华人人 口 中
,

只有 万华侨人 口
。

二 从认同中国到认同侨居国 东南亚华人法定地位的大转变

这一重大变化
,

使海外华人 华侨除外 与侨居 国和祖籍 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

即

入籍后的 华人
,

其法定地位就是居住国的国民
、

公民
,

是 当地民族大家庭中的法定成员
,

他

们必须在法理上
、

政治上认同于居住国
,

要为居住国的繁荣与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

即所谓
“ 生于斯

、

长于斯 ” 的道理
。

而他们同祖籍国的关系已不是往昔的 侨民与祖国的关系
,

而是

像已故 周恩来总理所比喻的
,

外籍华人像 “ 出嫁的女儿 ” 一样
,

是 “ 中国人的亲戚 ” 。

这一

比喻正确地表 明了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关系的实质
。

出嫁的女儿属婆家的人
,

其子女当然是夫

家的家族成员
,

娘 家是他们的外戚
。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
,

海 内外炎黄子孙是一种同祖源而
不同蘸

、

各 自效忠于 自己国家的血缘亲戚关系
,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这个界限
。

正如新加坡

内政部长黄根成先生于 年元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 “
东南亚华人文 化

、

经济与社 会 国 际 学

术会议 ” 开幕典礼讲话 中指 出的
“

东南亚的 华人已经不再是一群旅居者
。

他们没有意思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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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返中国
。

他们已经选择在东南亚各地安 家落户
,

养儿 育女
。

他们的前途和他们居 留国的前

途是息息相关的
。 ” “ 东南亚 目前大约 万华人

,

只占东南亚总人 口 的
,

但却占了中

国
、

台湾和香港以外华人的
。

这些华人大多数已在东南亚落地 生根
,

也成 了居 留国的公

民
。 ” ⑩ 这次会议上有人还提 出 “ ‘

华侨
’

或
‘

海外华人
’

这样的 字眼已不适合用于东南

亚华人身上
。

东南亚华人应该被称为
‘

新加 坡华人
’

或
‘

马来西亚华人
’ ,

视所 属 国 家 而

定 从 变为
。 ”

笔 者认为
,

外籍华人 当然 不能称为
“

华

侨 ” ,

但 “ 海外华人 ” 指中国以外华人的总称似无 不妥
,

因为 中国习惯称中国以外为海外
,

“ 海外华人 ” 应包括除中国大陆及港
、

澳
、

台之外的华人
,

是指民族识别而 言
。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感情上
,

他们俱有双重感 情
,

既爱居 留国
,

也爱祖籍国
。

泰国著名

侨领郑午楼先生在 年世界郑氏宗亲恳亲大会上也把海外华人 比喻为 “ 嫁 出去的女儿
,

居

留国就像她一 生所寄托的夫家
,

而祖籍国就是她的母亲
。

对母亲的关切眷爱
,

这 是 人 之 常

情
。 ”

一所以
,

无论祖籍国或居留国
,

两者都要爱护
。 ” ⑩可 见

,

因为在血缘关系上
,

他们

是华夏的苗裔
,

炎黄的子孙
,

法定身份的改变并不能改变其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
,

他们 内心

深处仍蕴藏着对故国祖籍的思想感情
,

有如女儿眷爱其母家一样
。

不过
,

与 ‘

性于斯
,

长于

斯 ” 的居 留国相 比较
,

在他们心里
,

祖籍国是第二位
、

其次的
。

有位泰籍华人学者 曾作如下

表 白 “ 泰籍华人生于斯
、

长于斯
,

泰国的土地哺育了他们
,

他们首先必须效忠于泰国
,

泰

国是他们的第一祖国
。

而 中国是华人的祖籍国
,

是他们的根源所在
。

没有这个根
,

就没有他

们
,

他们是不会忘记这个根本的
。

所以中国的兴衰强弱也是他们关 切的事情
,

但与泰国相 比

较
,

中国是第二位的
。 ” 这表达 了海外千千万万华人的心声

,

也反映 了他们的真实界想感

情
,

是合情合理的
。

尽管如此
,

直到今天
,

华人的 “ 效忠 ” 问题总是被 当地狭隘民族主义者提出质疑
。

正如

新加坡 内政部长黄根成在上述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开幕词时所指 出的
, “ 在一 些东 南 亚 国 家

里
,

华人所扮演的角色永远是敏感的
。 ” ⑧ “ 这些东南亚华人常常被学者和观察家当作一面

镜子
,

他们从中引起对 中国普遍的关注和忧虑
。

于是
,

东南亚华人在居 留国的真正地位反而

被忽略 了
。 ” ⑥所以

,

他提醒 “ 人们不应该从冷战的角度或外表去 了解他们
,

而是应该把他

们视为 当地社会和所在地 固有的一部分
。 ” ⑩

近年来
,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 关系全面改善
,

经贸合作关系加强
,

相互投资明显增

加
,

东南亚华人投资中国掀起热潮
。

东南亚国家的某些人士便产生对华人效忠的疑虑
。

大马

反对党领袖
、 “ 精神党 ” 主席东姑拉沙里在 年 月的一次讲话 中提 出 “ 马来西亚华

商在蜂拥到中国大陆投资时
,

应该照顾 到马来人的感受
。 ” ⑩ 显然

,

他担心人们会质疑华人

对大马的 “ 效忠 ” 。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于 年初召见菲华 位富商
,

要求他们各拿 亿比索

组织一个财团
,

进行地方 “ 发展计划 ” 。

据菲 《白由报 》透露
,

其背景也是对华裔的 “ 效

忠 ” 问题有疑虑
。

华人投资中国大陆是否说明华人对居住国的不忠了 这成为新加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要探

讨 问题之一
。

前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上述会议长达 小时多的主题发言中
,

从历史和现状分析华人在中国的投资和效忠问题
。

他说
,

历史上华人在中国投资 的 模 式 有

二
一

像在上海投资的先施
、

永安百货公司
,

纯粹是以谋利为 目的 陈嘉庚倾全力

汇款到中国福建
,

帮助中国发展
,

是以爱国爱 乡为 出发点的
。

而 当前的情形与殖民地时期不

同
,

东南亚新一代的华人
,

已成为 当地公民
,

效忠于当地
,

并在居住国发展 中 作 了 重 大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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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

他们对 中国
,

早已没有爱国爱 乡的情结
。

他们在中国投资与在其他国家投资一样
,

盈利

是主要的
。

他们是属于先施
、

永安的 模式
。

他们把盈余资金投向国外
,

投向那些可以赚钱的

地方
,

是很 自然的
,

也是合情合理的
。

他们投资中国 , 是因为被中国的投资环境所吸引
,

是

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赚钱的 机会
。

他们的效忠对象悬入籍国
,

不是中国
。

⑩笔 者 认

为
,

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精辟分析
。

还必须指 出的是
,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区域经济集团

化越来越发展
,

随着各国官方或民间经济交流合作的加强
,

相互投资将 日益增多
,

这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必然
,

是各国谋求经济发展而走向国际化的需要
。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大交流中
,

东南亚华人是东南亚各国参与国际交流的一大优势
,

他们是东南亚各国沟通同中国大陆及港

台经济交流的桥梁
。

中国大陆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起来以后
,

同样也要走向世界
,

投资国外
,

将来的投资合作是双向的
。

东南亚各国大可利 用华人与中国大陆及港台人民的 同文 同种的有

利 因素
,

加强经济投资合作
,

双方都得益
。

值得庆幸的是
,

东南亚各国政府对来华投资持鼓励态度
。

马来西亚现任 内政部副部长黄

家定 年 月曾针对提 出华人 “ 效忠 ” 质疑作了驳斥
,

他说 “ 马来西亚政府完全没 有 质

疑到中国投资的华商对国 家的效忠
。

内政部认为
,

目前到中国投资的华商并没有引起任何问

题
。

政府鼓励商家到国外
,

包括到中国开拓市场
,

进军国际
。 ” ⑩ 印尼财经工业统筹部长何

菲夫在印尼安塔拉通讯社发表谈话时
,

针对有人“指责华人把国家发展资金拿到海外投资 ” ,

表示 “ 政府不会禁止国人到海外投资
” 。

他说 “ 印尼 当局 目前要做的
,

是设法改善国 内的

投资环境
,

并鼓励国人在国 内投资
。 ” 由于看好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前景和 巨大的 潜在

市场
,

东南亚各国政要亲 自率团访问中国
,

旨在加强贸易联系和经济合作
。

如新加坡李光耀

资政和政府副总理王鼎昌率经 济考察团于 年访问山东
,

拟在山东下大手笔
。

马来西亚首

相马哈蒂尔也率 多人的访华团访问中国
,

其中大多数是工商界人士
。

同年泰国总理也率

多人的 访华代表团访问中国
,

主要 目的 是为 了经济贸易与合作
。

三 从 “华侨经济 ” 到 “华人经济 ” 华人经济本土化
、

当地化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另一 重大变化是从 “ 华侨经济 ” 转变为 “ 华人经济 ” ,

东

南亚华人经济当地 化
、

本土化
,

即成为 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华侨经济 ” ,

顾名思义
,

应是侨居海外的 中国人的经济
,

是属于 中国民族经济的一部

分
。

其实
, “ 华侨经 济 ” 实际上早 已归属于华人居 住国经济范畴

,

是同居住国经济息息相关

的
,

清不要忽略 了东南亚华人 在被 清政府以血统主义的 《国籍法 》宣布为 中国侨居在外的 公

民时
,

东南亚国家也以 出生地主义 《国籍法 》把他们列为其国 民
,

于是产生双重承认
,

双重

国籍
。

诚然
,

当时的 侨情
,

东南亚华侨华人从思想感情上愿意保留中国人的身份
,

但实际上

尤其经济从来是从属于 当地的
。

因为 从长达百余年的华侨经济的历史形成过程看
,

东南亚 华侨经济已具有十分明显的当地民族经济特征
,

即它是土生土长的 从东南亚

华侨经济的经济地位看
,

它在殖民统治时期
,

华侨经济与 当地民族经济 同受西方殖民者的控

制和压迫
,

它是与 当地原住民经济同呼吸
、 ,

共命运的
。

战 后东南亚各殖民地 国家取得独立
,

华侨经济更是 当地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其作用看
,

东南亚华侨经济对 当地民族经

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重要 作用 首先
,

华侨是东南亚地区早期经济开发的 “ 拓 荒 者 ” 其

次
,

华侨在东南亚各国国内统一 市场的形成起到了具体编织作用 其三
,

华侨资本是东南亚

民族资本形成的主体
。

一 句话
,

它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和为 当地社会服务的
。

东南亚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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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 “ 取之子斯
,

用之于斯 ” ,

或 “ 取诸于社会
,

用诸于社会 ” 。

东南亚华侨汇回中国家

乡赡养亲人的钱与其在居 留国投资设厂的钱比较
,

是微不足道的
。

它不像西方外国资本具有

殖民性质
,

总部设在本国
,

利润全部汇回本国总公司
。

二战后
,

由子东南亚华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加人当地 国籍
,

其拥有的资本 即华人资本在

法理上 自然 归属于 当地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
。

如果说华侨的主要特征是 “ 落叶归根 ” ,

普通
存在作客思想的话

,

那么
,

入籍的华人的重要一点是 “ 就地扎根 ” 或 “ 落地生根 ” ,

并以主

人翁的态度融入当地社会
,

在当地安家落户
,

为当地社会服务
。

华人经济更加本土化
、

当地

化 成为 当地民族经济一支重要力量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而且现 在华人资本同居 住国的

原住民资本相互渗透
、

结合
,

水乳交融在一 起
。

目前华人主管的大企业集团大都不是华人独

资
,

而是合资
、

合股和股份制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早 已不是纯粹的华人资本
。

但遗憾的

是
,

往往 出现把华人主管的金融企业集团公司的资本被统统 归为华资
,

并统计 出 很 高 的 数

字 ‘
其实不然

,

如泰国盘谷银行
,

从 年创立时就是合股经营的金融机构
,

而且主要股东

是当地的商人和贵族官僚
。

在银行早期董事局 位董事中
,

只有 名是华人
,

陈弼臣先生 即是

其中之一
。

年本人访问泰 国时
,

盘谷银行的 杨先生就指 出
,

人们往往误会盘谷银行是陈

弼臣的银行
,

其实陈先生只 占 的股份
。

据目前的信息
,

陈氏家族也只占 的股份
。

再

则
,

即使是华人拥有的资本
,

也是属于 当地的民族资本
,

其在国外赚取的利润 包括在中国

大陆投资的企业利 润
,

都汇 归居住国
,

成为居住国的财富来源之一
,

因为他们已加人当地

国籍
,

融合于 当地社会
,

首先考虑的是居住国的利益
。

所谓华人经济当地化
、

本土化
,

指的

就是华人经济植根于居 留国和融入于 当地社会
,

为 当地社会服务
,

成为 当地民族经济 不可分

的一部分
。

四 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 华人资本评估

二战 后
,

随着东南亚各国民族经济发展
,

东南亚华人经济也有 了长足的进展 这里所说

的 华人经济事实上并非纯粹的 “ 华人经济 ” 。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
,

东南亚华人经济逐

步走 向现代化
,

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产业结构现代化
。

二战前
,

华人经营的是农矿业和商业零售业
,

大都是小本经营
。

但二战 后
,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
,

华人经营的企业扩大到包括二
、

三个产业部门
,

并以制

造业
、

金融业为骨干
,

涌现 出各业 巨子
,

如 “ 面粉大王 ” 、 “
水泥大王 ” 、 “ 塑胶 大王 ” 、

“ 玻璃 大王 ” 、 “ 汽车大王 ” 、 “ 石油大王 ” 以及 “ 金融巨孽 ” 等
。

经营观念和经营方式现代化
。

许多企业走 出传统的夫妻店
、

父子 公司
、

兄 弟 公 司

的 模式
,

而迈 向股份制
、

董事会 制
。

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

聘任有专业知识的
、

有现代管

理才能的贤人为总裁
、

总经理
。

如今第二
、

三代的华人
,

大都是受过专业训练和 高等教育的

经济管理人才
,

他们为华人经济的现代化作 出了贡献
。

经济实体集团化
。

即由过去势单力薄的小规模经营逐步发展为财雄势大的 集团公

司
。

由经营单一 产品
、

单一门类
、

单一行业 向多元产品
、

综 合门类
、

跨行业 经 营
。

在 组 织

上
,

由家族公司
、

合股公司向股份制转化发展
。

有的 已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集团
,

如以陈有汉为

总裁的泰 国盘谷银行和谢 国民的正大集团
、

印尼林绍 良的沙林集团
、

李文正的力宝集团 新

加坡黄祖耀的大华 银行集团
、

黄廷芳的远东集团 马来西亚郭鹤年的郭氏集团
、

李莱生的李氏

集团
、

郭芳枫和郭令灿的丰隆集团
、

林梧桐的云顶集团 菲律宾李清泉的 中兴银行集团
、

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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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的亚洲世界集团
、

吴奕辉
、

吴光伟的环球集团 ⋯⋯等等数十 家二战 后涌现 出来的东南亚华

人大企业集团
。

这些企业集团都是在二战 后形势的发展和本身资本积累下应运而 生的
。

同时

也是为 了 自身的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

企业 生产 国际化
。

随着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

国际资本流动加快
,

国际生产分工深

化
,

企业 生产国际化 日益加强
。

在全球经济走 向一体化的影响下
,

东南亚地 区作为一股十分

活跃的经济力量
,

无 不受其影响
、

带动并参与其中
。

东南亚华人经济在各 自国家的倡导下
,

弓进外资
,

发展外向型经济
,

积极开展与 国外的 经济交流
。

特别是进入 。年代以来
,

台
、

港

地区和韩国等纷纷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东南亚各地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

鼓励外商来

华投资
,

也为东南亚华人经济参与国际大交流
,

提供 了机会
。

如后来居上的泰国正大集团
,

是东南亚华人经济 国际化的典型
。

现在正大集团的业务已扩散到世界各地
,

在十多个国家和

地 区 包括美国
、

日本
、

欧洲
、

中国 都建有生产企业基地和销售网
。

仅饲料加工工厂就有

余家
,

产量占世界第三位
。

正大集团不仅已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农
、

牧
、

工
、

商大企业

集团
,

而且也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之一
,

是东南亚华人企业跨国公司的典

型
。

又如印尼的 林绍 良沙林集团
,

其属下有 多家企业
,

其经营范围早 已超越本 国
,

而 发

展 到世界各地
,

美洲
、

欧洲
、

亚洲
、

非洲都有其银行体系和企业集团的分公司
。

沙林集团的

资本三分天下
,

即印尼本土占 亚洲地 区 以香港为 基地 占 其他地区占
。

总之
,

东南亚华人经济的 崛起
,

将对 国际经济大循环起着推波 助浪的作用
。

它的发展壮

大
,

推进华人居 留国 东南亚各 国 经济现代化进程
,

如泰 国盘谷银行
,

有位熟悉泰国经济

的专家曾指 出
,

盘谷银行所作的贡献
, “ 至少使泰 国经济发展加快 了 一 年 ” 。

究竟东南亚华人有多少资本 了 有多少可资利 用的流动资金 这些都是 不易回答的 问题
。

近年来
,

东南亚华人企业迅速崛起
,

其经济力量有很大的增强
,

涌现 出一批有雄厚资金

的
、

从事多种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

跨 国公司
,

而成为东南亚区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

但它

的 实际力量往往被过分夸大
,

再经传媒的 有意无意的渲染后
,

使人信以为真
。

对东南亚华 人拥有资本的估算
,

据一 些学者估计
,

年时东南亚华 人资本总额为

亿美元
,

到 年增长 亿美元
。
⑥此外

,

外国的一 些报刊进一步渲染
,

其估计数字也 日益

增大
。

年
, 日本 《选择 》 月刊 月号一篇文章说海外华人

“ 可能动 员的资金 ” 在 亿

美元至 亿美元之间
。

甚至有人认为 资金 已增到 亿美元
。

年 月 英 国 《经 济 学

人 》杂志载文说 “ 大陆外的海外华人拥有可动 用资金大约 万亿到 万亿美元 ” 。

日本及

西方的传媒以此渲染华 人资本 已统治或控制 了东南亚 国家的经济
。

虽然 目前对东南亚华人资

本 无法获得准确数字
,

但显然这是被夸大 了
。

因为 第一
,

规模较大的 由华人掌管的企业集团
,

绝大 多数是与原住民合股
,

或与政府

合营
,

或与外 国资本 结合
,

或采 用股份 制
,

并非华人独有
,

但一般被误估为某华 人 家 族 所

有
。

第二
,

一 些统计数字往往把企业资产计算为资本
,

如盘谷银行 年结算 , 资本金总额

为 亿泰锋
,

而其资产总额 已达
,

时乙株
,

两者相差约 倍 ⑧
。

第三
,

东南亚大

企业集团向海外扩张
,

在外 国建立了一 系列子公司
,

有的是同当地资本结合建立合资企业
。

而这些企业资本往往 又返回本 国或转到中国大陆投资
,

创办新企业
,

其企业资金 更 难 以 估

计
,

因有些是银行借贷的负债资金
,

有些是合资者的部分资金
,

甚至是流动使用的资金
,

但

往往被综合估算
。

所以
,

必然会 出现成倍增大
。

估算 出来的数字
,

水份 很 多
。

前 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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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在印尼 曾掀起关于华人是否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争论时
,

有人经过 个多月的调

查
,

而后写成 《 一 年间外资企业及国 内资本企业情况报告 》 ,

从报告上 的 数 字 可

见
,

控制印尼经济的不是华人资本
,

而是 日
、

美等外国垄断资本
。

外资在印尼联营企业中占

近
,

而华人资本只 占
,

还不到
,

原住民私人资本还占有
,

比华人资本

还大
。

而国 内的企业资本
,

国营企业 占
,

近 。 ,

华 人企业 仅占
,

怎 能 说
“ 华人资本控制 了印尼的经济 ” 呢 诚然

,

东南亚各地城镇门市
,

多数是小本经营的华 人店

铺
,

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
。

其实
,

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零售商
。

宣扬这种论点的 不外两种人
,

一种人显然是有意掩盖 日
、

美垄断资本 向东南亚地区不断扩张的真实情况
,

企 图使原住民将对

日
、

美垄断资本 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华人身上
。

另一 种人是不明情况
,

人云亦云
。

遗憾的是我

国的一 些人以讹传讹
,

以为说华人拥有的资本数 目越大越好
,

中国人可以沽光似的
。

所以
,

被夸大 了的所谓华人资本的估算数额经常见诸报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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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 第一条
,

刊于 年 月 日《人

民 日报 》
,

见《侨务政策文集 》
,

人民出版社 年北京版
。

② 〔清 〕《外务部档
·

侨务招工类 》光绪 年 月 日泅水商会票
。

③ 〔清 〕《外务部档
·

侨务招工类 》宣统元年 月 。日 ,

张人骏咨文附件
。

④《星洲日报 》
,

年 月 日
。

⑥李国乡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年版
,

贝
。

⑥ 印尼
, , , 。 ,

时
。

转引自温广益《战后印尼华侨华人经济的起

伏变化 》
,

汕头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年 月
。

⑦参见江白潮《二十世纪泰国华侨人口 初探 》
,

盘谷银行《经济参考资料 》曼谷 年 月 日
。

⑧江白潮《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 》
,

《汕失侨史 》
,

年第 期
。

⑨江白潮《论泰国华侨社会非实质性存在 》
,

盘谷银行《经济参考资料 》
,

曼谷 年 月 出版
。

⑩参见 〔新 〕《联合早报 峨年 月 日 ,

〔菲 〕《融合 》 年 月 日
。

参见《联合早报 》 年 月 日报道
。

⑩子凌 《一个人的修养与实践 —郑午楼博士访问记 》
,

泰商日报仕出版
,

年
,

页
。

⑩作者访泰进行学术交流时记录
。

⑧⑩⑩同注 ⑩
。

⑩转引自 〔新 〕《联合早报 》
,

年 月 日
。

⑩ 〔新 〕《联合早报 》
,

年 月 日
。

⑩参见 〔新 〕《联合早报 》 年明 日报道
。

⑩ 〔新 〕《联合早报 》
,

年 月 日
。

⑧ 〔新 〕《联合早报 》
, 工 年 月 日

。

陆平阳
、

吴绪彬 《盘谷之路 —泰国盘谷银行四十五年 》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年
,

页
。

⑩吴元黎 《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年
,

中文版 一 页
。

同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