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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印尼大选与华人参选情况

邓仕超

(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1 5肠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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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 X抖年印尼大选是印尼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选举
,

印尼全国和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次大选
。

本文首先介绍

这次大选的一些基本情况
,

然后对这次选举有关立法和准备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略加分析
,

最后介绍印尼华人参选的

一些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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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又年 10 月
,

梅加瓦蒂政府任期届满
。

按照

印尼普选委员会于 2X() 3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全体会

议作出的决定
,

2以科年 4 月 5 日印尼将首先举行国

会
、

地方议会以及地方代表理事会的选举
,

接下来

的 7 月 5 日和 9 月 20 日将举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
。

这次大选是苏哈托政权垮台后举行的第二次大

选
,

也是印尼历史上继 1955 年大选和 1999 年大选

后的第三次民主选举
,

对印尼今后的政治走势有着

重要的影响
,

印尼全国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这次

大选
。

本文首先对这次大选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些介

绍
,

然后对这次选举有关立法和准备过程中暴露出

的一些问题作些分析
,

最后介绍一下印尼华人参选

的一些情况
。

一 20( 科 年印尼大选的一些基本情况

1
.

2以拼 年印尼大选的几个主要变化

19 99 年的印尼大选分为两步走
,

即 6 月 7 日举

行全国议会议员大选
,

or 月 20 日在人民协商会议

内部举行总统选举
。

在 6 月 7 日的大选中
,

梅加瓦

蒂领导的斗争民主党得票最多
,

成为议会第一大

党
,

但是
,

在 10 月 20 日人民协商会议内部举行的

总统选举中
,

她输给了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席瓦希

德
。

2 (x 〕1年 7 月 23 日
,

印尼人协会议提前召开特

别会议
,

罢免总统瓦希德
,

选举副总统梅加瓦蒂为

印尼第五任总统
。

2以科年的大选也将主要分为议会议员选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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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两个步骤
。

但是
,

与 1999 年大选相 比
,

2《X又年大选有了很大的变化
,

而这种变化反映的

是印尼政治体制带有根本性的变革
。

根据 2田 2 年 8

月人协年会第四次修宪的决定
,

印尼政治体制有了

如下几点变化
:

( )l 国家走向两院制民主法制体系
,

人民协商

会议处于上议院地位
,

国会处于立法和监督政府施

政的下议院地位 ;

( 2) 人民协商会议的议员是由国会议员和地方

民选代表构成
,

不再有军警代表和各阶层代表 ;

( 3) 正副总统由人民直接选出
,

向人民负责
,

不再向人民协商会议负责 ;

( 4 ) 设立宪法法院 ;

( 5) 坚持以建 国五项原则立国
,

主张政教分

离
,

拒绝 《伊斯兰教规》 列人宪法的条文
。

印尼政治体制的这几点大的变化
,

体现了还政

于民的民权精神
,

实际上是印尼政党共识政治的一

部分
,

也是印尼人协一度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最后

和最大成果
。

l[]

与 199 9 年大选相 比
,

2X( ” 年大选的主要区别

在于
:

首先
,

20( 科年印尼大选
,

4 月 5 日不仅要举行

国会和各级地方议会议员的选举
,

还要同时举行地

方代表理事会议席即地方民选代表的选举
,

地方代

表理事会每个省和特区各 4 个议席
,

共约 120 个席

位
,

这些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 由人民投票直选
,

代

表各省进人人民协商大会
。

这是史无前例的
,

因为

过去除了国会议员
,

进人人协的是军警和各阶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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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他们都是被委任或间接选出
,

没有实际民意基

础
。

其次
,

2以科 年印尼大选的总统选举
,

不再在

人协内进行
,

而改为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
,

总统不

再对人协负责
,

而是直接对选民负责
。

无疑
,

总统

直选是印尼 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

200 3 年 7 月由

选民直选总统和副总统的 《总统选举法草案》
,

在

国会全会中由各党团派系一致接受通过
,

正式成为

国家法令
,

是继 《政党法》 和 《普选法》 后又一个

为 2以又 年大选作准备的国家法令
。

按 照普选委员

会规定
,

如果 7月 5 日的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

没有

一对候选人得票超过总选票 50 % 的话
,

将在 9 月

20 日对得票靠前的两对候选人进行投票
,

选出总

统和副总统
。

第三
,

2 (X其 年大选将实行公开式比例选举制

度
。

过去历届大选
,

采用的都是
“

封闭式比例分配

制
” ,

根据这一制度
,

首先由政党内部确定党的议

员候选人
,

并按顺序分开登记
。

第 l 号是
“

保中号

码
” ,

其他是候补号码
。

大选时选民只选政党
,

不

选议员
。

政党在各地区获得票数的多寡
,

决定了它

获得的席位
,

而该政党某位候选人是否当选与他在

候选人中的排序直接相关
。

2X( 抖年的大选采用 的是
“

公开式 比例分配

制
” 。

根据这一制度
,

选民不但选政党
,

也直接选

议员
,

对没有选政党的选票作废票处理
,

选了政党

而没有选议员的票仍被作为有效票
。

这种制度无疑

是一个进步
,

比较能够反映选民的意志
,

因为被政

党列在后面的议员若获得选民支持
,

就会中选 ; 相

反
,

被列为第 1号的候选人
,

若没有受到选民的支

持
,

就会落选
。

2
.

2X( 又年大选参选政党与议员候选人情况
2 0( 又年大选参选的政党

,

开始时有 2 37 个政党

报名参加
,

后来重新登记时剩下 1 12 个政党
,

经过

政府司法与人权部的鉴别
,

合乎条件参加竞选的政

党只有 50 个
。

2[]
’

后来经过普选委员会的调查
,

于

2 00 3 年 12 月 7 日晚公布只有 24 个政党可以参加竞

选
。

按照普选法的规定
,

参选政党必须在 犯 个省

的 4 16 个市县中三分之二的地区设有分部
,

每个分

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 10以) 人
。

在有资格参加 2X( 衬 年印尼大选 的 24 个政党

中
,

有 6 个政党是因为在 199 9 年大选中获得了全

国 2% 以上的选票而 自动获得参选资格的
。

它们分

别是由现任总统梅加瓦蒂领导的执政党印尼斗争民

主党
、

由阿克巴尔
·

丹戎领导的前执政党印尼专业

集团党
、

由现任副总统汉沙
·

哈兹领导 的印尼建设

团结党
、

由现任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敏
·

赖斯领导

的印尼民族使命党
、

由尤斯利尔
·

伊赫查
·

马亨德拉

领导的印尼星月党和由阿尔维
·

时哈领导的印尼民

族觉醒党
。

这六个政党被称作旧政党
,

其他 18 个

政党被称作新政党
。

其实
,

新政党并不一定新
,

有

许多是为了适应普选委员会的规定
,

将原来政党名

称改换了一下而已
,

有些新成立的政党
,

其领导人

也是原来某些政党的领导人
。

如果按照宗教倾向来

分
,

24 个参选政党中
,

伊斯兰政党有 5 个
,

即星

月党
、

建设团结党
、

印尼伊斯兰教士团结党
、

福利

公正党
、

改革之星党
,

而民族使命党
、

民族复兴党

等都宣称以班查希拉为政党纲领
,

故为民族主义政

党
,

但因其群众基础是伊斯兰教徒
,

故也可称之为

伊斯兰 民族主义政党
。

s[]

这些政党向普选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国会议员

候选人名单
。

据普选委员会审查小组组长阿纳斯
·

乌尔达宁汝姆 2 月 5 日在雅加达宣称
,

普委会已经

核实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共计 7785 名
,

在全国 32 个

省的 69 个选区争夺国会的 5 50 个席位
。

据扼要统

计结果
,

专业集团党的候选人最多
,

计 653 人 ; 斗

争民主党次之
,

计 552 人 ; 独立党的候选人最少
,

仅 2 00 人
。

[’] 印尼有关组织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
,

专业集团党可能成为这次大选的最大赢家
,

不过
,

专业集团党主席阿克巴尔
·

丹戎也在多个场合表示
,

斗争民主党依然实力强大
,

不可小觑
。

看来
,

这次

大选仍是 199 9 年大选中获得较多选票政党的争夺
,

一些新政党虽然雄心勃勃
,

但估计不会获得太多的

选票
。

除了争夺 55 0 个国会议席外
,

这些政党还要争

夺 2 X( X) 多个省议席和 1万多个市县级地方议席
。

3
.

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情况
2的3年 7 月 由国会通过的 《总统选举法》 规

定
,

在国会选举中取得 3 % 的议席或取得 5% 总选

票的政党或政党联盟
,

有资格提名正副总统候选人

参选
。

按照这一条件
,

可以预见有许多政党或政党

联盟都能够提名 自己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

事实

上
,

各政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配对一直是

这次大选的热门话题
。

许多政党领袖
、

前军界首

领
、

政府部长
、

原总统的后人以及学者
、

社会名流

等都跃跃欲试
。

单是专业集团党就曾有 6位争做总

统候选人
,

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维兰托
。

对于谁能最终问鼎这次大选总统副总统的宝

座
,

印尼社会舆论 自然是众说纷纭
。

最近专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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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席丹戎回应梅加瓦蒂总统夫婿陶菲克的谈话
,

明确表示
,

如果这次国会选举专业集团党屈居亚军

的话
,

他愿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配合梅加瓦蒂竞选

总统
。

s[] 虽然丹戎的这一表示遭到党内的猛烈抨击
,

但因为丹戎有粮储案的影响
,

即使议会选举专业集

团党坐大
,

他竞选总统的希望也不大
,

所以与梅加

瓦蒂联手很可能成为现实
。

那样的话
,

这对候选人

很可能以第一和第二大党的优势
,

在总统和副总统

的竞选中获胜
。

二 20( 科 年印尼大选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以上的叙述中
,

我们可以看到印尼 2X( 又 年

大选与 19 99 年大选相 比
,

在许多方面有了明显 的

进步
,

向着民主政治又迈进了一大步
,

印尼民众对

这次大选也寄予了厚望
。

但是
,

这种制度上的设计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民主精神的贯彻
,

使大选能

够选出能够真正体现民意的议会
,

选出对国家和民

族认真负责并能组织高效运作政府的总统
,

则要看

大选实施的具体情况
。

因此
,

印尼民众和社会舆论

对这次大选的具体实施情况特别关注
,

力图通过社

会舆论的作用
,

提高这次大选的质量
。

下面对印尼

大选有关立法和大选准备过程中暴露出的几个主要

问题略加分析
。

1
.

有关大选立法存在的争议和疑点

首先让我们看看 《总统选举法》
,

印尼社会舆

论显示这是一部有争议性的法令
。

譬如
,

《总统选

举法草案》 中原来规定
,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政

党提名推举
,

只有在国会中至少占有 巧% 席位或

在 1999 年大选中至少获得 20 % 选票的政党或政党

联合才有权推举
。

按照这个规定
,

只有斗争民主党

和专业集团党这两个政党才有权独立提名推举总统

和副总统候选人
。

因此
,

该草案一提出
,

社会哗

然
。

加之该草案中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争议
,

致使

该草案迟迟未被国会批准而成为正式法令
。

但是
,

以刃 3 年 7 月 7 日上午
,

只有 25 5 名议员

出席的国会全会 (当时国会总共有 4 97 名议员 ) 突

然一致同意了这部原来争议性很大的法案
,

而原来

在专案特别委员会中引起争议的条款全部不见了
,

这就给社会留下了更大的争议
。

7 月 7 日当天雅加

达午报 《革新之声报》
,

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
,

一

篇以 《所有的政党都可以提名推举总统候选人》 为

题
,

说明 《总统选举法》 的两个规定
。

其一
,

根据

只要在国会中占有 3 % 的席位或在普选中获得 5%

的选票的政党就可以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规

定
,

那么即使在国会中拿不到席位的小政党只要在

普选中所获选票达到 5%
,

就可以联合其他政党提

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

其二
,

有关总统候选人的

条件
,

规定最低学历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

而此

前专业集团党和星月党等提出学士学位为最低条

件
,

为斗争民主党所坚决反对而被取消 ; 而斗争民

主党和其他 7 个党派也曾经同意和支持 《草案》 规

定的
,

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不得被提名为总统候选

人
,

也因专业集团党的反对而作罢
。

另一篇主要报道了
“

司法观察
”

组织的评论
。

“

司法观察
”

主席阿斯伦认为 《总统选举法》 允许

有犯罪嫌疑被告充当总统候选人
,

这是国会中一场

政治交易的结果
,

它说明了 国会中欲恢复
“

新秩

序
”

政权的
“

维持现状派
”

力量的强大
。

他说
,

现

在的国会已经不再去想如何公道地选举总统
,

如何

认真地寻找有质量的民族领导人
,

他们所想的只是

如何使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
。

有人还质

疑国会通过的 《总统选举法》 违反了印尼宪法
。
〔6〕

其次
,

关于 《普选法》 中有关选举议员和议员

候选人的有关规定
。

如前所述
,

《普选法》 规定
2X( 科年大选采用

“

公开式比例分配制
” ,

与 1999 年
“

封闭式比例分配制
”

相 比
,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

但是
,

《普选法》 并没有把选民选举议员的权力贯

彻到底
,

因为它为政党留了一个后路
。

该法令规

定
,

选候选人不选政党的票为废票
,

而选政党不选

候选人的票为有效票
,

等于把这种选票选择候选人

的权力交给政党做主
。

这样一来
,

政党就可以推动

选民只选政党
。

只选政党的票数多时
,

候选人的顺

序号码又显得十分重要了
。

有的舆论认为
,

《普选

法》 的这一规定
,

实际上使
“

公开式比例分配制
”

大打折扣
,

而且这种折扣可能会非常大
。

《普选法》 规定
,

国会议员共 550 席
,

各个选

区分配若干席由 24 个政党争夺
,

但是该法令没有

规定某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该地区的居民
,

因此参

选政党中央就可以任意指定非当地居民的人成为该

政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
,

这自然会引起党中央和各

地区支部之间的摩擦
。

按照程序
,

候选人应由底层

组织向中央推荐
,

由中央做出抉择
。

由于中央拥有

最终决定权
,

因此底层组织提出的候选人
,

经常不

为中央所接纳
,

而支部也往往针锋相对
,

拒绝中央

指定的人选成为当地的候选人
。

v[] 事实上
,

参选政

党公布以后
,

为推举候选人
,

各个政党中央和地方

之间屡屡发生矛盾
,

一些支部负责人和被推选人甚

至为此弃党而去
。

这类事件让 民众对政党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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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
。

分别
。

2
.

议员候选人的素质问题 举洒水市专业集团党为例
,

该党估计在泅水一

与选举的有关法令和制度相关
,

议员候选人的 区的竞选费用达到 25 亿盾
,

这笔费用要由 48 名候

素质成为印尼 民众和社会舆论关心 的又 一焦点
。

选人分担
。

它规定候选人当了议员后
,

必须向党上

2田3 年 12 月 22 日到 29 日
,

是政党向普选委员会 缴 5
,

2的 万盾
。

在选举之前
,

第一号候选人须付

提交议员名单的时间
。

政党的中央提交的是国会议 足 5
,

2 00 万盾
,

第二号预付 2
,

以X〕万盾
,

第三号

员名单
,

各地党支部提交的是省
、

市县的地方议会 预付 l
,

200 万盾
,

第四号预付 700 万盾
。

若第四

议员名单
。

许多政党在普选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 号候选人当选
,

那么他就必须补交 4
,

500 万盾
。

才急匆匆地赶来
。

政党和议员的关系成了交易
,

使许多品质极差

各政党提交的议员候选人名单
,

首先引起了许 的人也当了候选人
。

普选委员会虽然 200 3 年 12 月

多政党内部的不满和抗议
。

据统计
,

候选人几乎有 底结束了甄选工作
,

公布了国会议员候选人名单
,

7 0%是现任议员
,

提名过程不仅不透明
、

不民主
,

可是直到大选前夕
,

还不断发现有问题的候选人
。

而且有贿赂
、

裙带嫌疑
。

苏门答腊岛楠榜
、

廖岛等 他们多半是社会人士向普选委员会和普选监督委员

地发生了专业集团党群众示威
,

除了抗议安排候选 会投诉揭发的
。

0J[

人号码顺序不公与不透明外
,

还认为这种安排充满 3
.

大选准备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了裙带风
。

团结建设党茂物支部也因中央更改地方 2X( 科 年大选委员会即普委会 2的3 年 9 月就正

提出的候选人以及总主席将其女婿安排为第 1 号候 式开始了大选的准备工作
。

其中有关大选的宣传活

选人而提出抗议
。

其他如斗争民主党
、

民族复兴党 动是大选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宣传活动

等也发生下层群众的抗议活动
。

的目的主要是让选 民同时也让政党理解 2X( 又 年大

对议员候选人作出更为强烈反应的是民间组 选的程序和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

同时让选民和政

织
、

人权组织和大学生组织
。

包括民间反贪组织
、

党熟悉一些技术操作上的问题
。

比如 《普选法》 禁

人迹失踪与反暴力委员会在内的联盟当即发表宣 止政党提前举行竞选活动
,

2以又 年大选委员会也

言
,

号召民众在全国展开
“

不选坏政客的全国运 明确规定政党的竞选活动时间为 2以又年 3 月 n 日

动
” 。

这一号召获得 14 个参选政党
、

大学生和社会 至 4 月 l 日
,

这就要求政党和其领袖在此之前的活

人士的支持
,

而且发展到不仅反对坏政客当议员
,

动要与竞选活动划清界限
。

最近一些政党如团结建

也反对坏政客竞选总统
。

穆哈默迪亚青年队伍以及 设党
、

斗争民主党的党庆活动在普选监督委员会的

人迹失踪与反暴力委员会还准备公布腐败政客
、

黑 压力下
,

被迫缩小规模
、

低调处理
。

政客的名单
,

号召选民不投他们的票
。

s[] 大选的准备工作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
,

如议员

印尼民众和社会舆论担心议员候选人的素质是 候选人的甄别问题以及如何面对落选者的抗议都是

有道理的
。

经过普选委员会的调查
,

各政党报上来 十分困难的工作
。

投票箱和选票等的制作和运输等

的议员候选人中
,

在文凭等各种证件上弄虚作假的 技术问题
,

也让普委会伤透了脑筋
。

2以科 年大选

人大有人在
,

更让人忧虑的是
,

这些议员候选人参 印尼全国共需要投票箱 2
,

1%
,

155 个
,

由于印尼

政的动机的纯正性
,

当然
,

这也跟选举制度的设置 国内承做单位不能定时如数交货
,

普委会 2 月 18

有很大的关系
。

199 9 年选出的国会和地方议会议 日不得不最后决定从中国输人一部分
,

而此举又引

员
,

许多都成了暴发户
。

这次大选
,

难保没有人不 起了一些国内一些人的不满
。
〔`0]

把跻身议会看成淘金梦
,

因此不择手段去达到 目 普委会估计
,

大选的全过程大概有 14 个容易

的
。

着火的
“

危险点
” ,

包括群众对普选委员会各种措

更为糟糕的是
,

许多政党不仅没有对 自己的干 施的反应
,

群众之间可能形成的冲突
,

以及政党和

部进行教育
,

而是配合候选人的心态以解决政党的 群众对大选结果的不满可能做出的强烈反应
。

全国

竞选经费问题
,

候选人把进人议会当作淘金梦
,

政 防御机构则估计可能造成动乱的 28 个
“

危险点
” 。

党又把候选人当作摇钱树
。

很多政党都对议员候选 其中包括国民军总司令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的
,

根据

人征收数目不等的费用
。

政党首先把候选人分成不 军部的情报
,

有人企图对计票人员实行银弹政策
,

同等级
,

根据不同的等级收取费用
。

政党中央对国 进行舞弊行为
。

会议员候选人和地方议会候选人的费用征收也有 目前印尼全国有四个冲突地区
,

它们是亚齐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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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
、

中苏拉威西和马鲁姑
,

大选期间
,

国民军

将对这四个地方重点监控
。

国家警察总部为了保证

大选的顺利进行
,

将在全国动员三分之二的警员以

及 1 10 万民防队员负责保安
。
〔川

,

三 20( 科 年印尼大选华人参选情况

1999 年的印尼大选是苏哈托政权垮台后 的第

一次民主大选
,

印尼华人打破了几十年在政治上的

沉寂
,

通过组织政党参选
、

加入到其他党派参选等

形式
,

充分表达了华人政治参与的热情
,

普通华人

选民也踊跃投票
,

认真行使了作为印尼公民的民主

权利
。

[ 12 ]

19 99 年大选后 的 5 年左右的时 间里
,

印尼华

人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持续高涨
,

经过印尼华人社

会的共同努力
,

这 5年来印尼华人的政治地位和社

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

例如国会和 内阁有了华

人
,

警察队伍和司法队伍也出现了华人
,

西加利曼

丹还出了两位华裔县长
。

2X() 3 年春节期间
,

雅加

达孔教忠恕基金会在
“

苏蒂曼大厦
”

举行庆祝猴年

新春佳节联欢晚会
,

梅加瓦蒂总统和汉沙
·

哈兹副

总统
、

前总统瓦希德
、

国会议长阿克巴尔
·

丹戎
、

人协议长阿敏
·

莱斯
、

治安统筹部长班邦
·

苏西洛等

大员以及多位部长都光临大会
,

向印尼全国华人表

示节 日的祝贺
,

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
。

为了准备 2X( 拜 年大选
,

印尼华人社会做了各

种努力
,

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

下面就印尼 华人

2X( 科年大选的准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作一介绍
。

1
.

华人政党的有关情况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
,

印尼华人社会的华人

精英对组织华人政党和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十分重

视
。

原有的大同党
、

中华改革党为参加大选做了很

多工作
,

2田 3 年 1 月 21 日又成立了以华人为主体

的印尼协和党
,

并把参加 2以拜 年大选作为近期奋

斗目标
。

但是
,

努力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

200 3 年

or 月吴能斌领导的大同党通过了印尼司法与人权

部的资格认证
,

成为印尼全国通过司法与人权部资

格认证的 50 个政党之一
,

但是
,

大同党最终未能

通过 2田 3 年 12 月普选委员会的审查
,

没能获得

2X( 科年大选的参选资格
。

对于华人政党在 2 0( H 年大选参选资格认定上

的失利
,

印尼华人社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

客观

上
,

2仪抖 年政党参选资格的确认比 1999 年严格
,

全国获得大选参选资格的政党只有 1999 年 48 个政

党的一半 ; 主观上
,

华人政党在思想上还不够成

熟
,

组织上甚至出现了几次大的人事变动
,

削弱 了

力量
。

另外
,

印尼华人社会对在印尼这样一个华人

比例相对较少的国家组织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政

党存在不同的看法
,

因此对其支持的力度也很有

限
。

2仪碎年大选之后
,

印尼华人政党如何从思想

上
、

组织 上健全 自己
,

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

题
。

2
.

华人社团的努力

2以科年大选印尼华人政党资格认证失利之后
,

组织印尼华人积极投身大选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印尼

华人社团特别是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百家姓协会和印

尼华裔总会的肩上
。

自 2田 3 年 9 月份大选宣传工

作开始以来
,

这两大社团独自和联袂召开 了多次有

关华人参政和 2 0( 又 年华人参选问题的会议
,

积极

鼓励华人以个人身份加人到其他政党中参选
,

动员

广大印尼华人积极参加 2 X( 拜 年大选的选举工作
。

20( 科年 2 月下旬
,

印尼华裔总会在雅加达红

顶酒店举办了
“

华族与 2以科 年大选
”

讨论会
,

讨

论会上有多位华社领导人和学者发表了讲话
,

对印

尼华人参政的历史
、

现状以及 2以只 年大选华人候

选人情况
、

印尼华人对大选应取的态度等作了全

面
、

细致的分析
。

这些分析文章在报刊上登载
,

对

大选前印尼华人的参选无疑起到了激励和指导作

用
。

讨论会后还举行了大型座谈会
,

座谈会有来自

印尼全国各地的华社代表和华人精英以及印尼政府

官员 以洲) 多人参加
,

在 2以 ) 4年大选华人参选问题

上取得了许多重要共识
。

除了专门的讨论会和座谈会
,

印尼华社领导人

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大选
,

鼓励华人积极参加大

选
。

例如
,

百家姓协会总主席熊德怡先生 200 3 年 9

月在百家姓协会巴厘换届选举大会致词中说
,

虽然

百家姓协会在章程上规定
“

不谈政治
” ,

但是不反

对百家姓成员 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
,

并支持

华族参加竞选
。

对于参加竞选者
,

不论宗教信仰
,

不论思想意识
,

只要是表现好的华人候选人
,

我们

就可以支持他
、

推选他
。

他希望华族在大选时
,

好

好利用自己手上的一张选票
,

选出可以信任的人当

国家领导人
。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汪友山先生在

2以抖 年 1月 31 日在北苏拉威西旅椰校友会成立二

周年纪念暨春节联欢会上发表的讲话中
,

也谈了对

2以H 年大选华人投票的看法
。

他认为
,

华人应该

投好的候选人的票
,

不管这位候选人是华人还是非

华人
,

华人也应该摈弃 自己的
“
民族歧视

” ,

一些

华文报章鼓吹华人选民去投各个政党内华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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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的做法是片面的
。
〔̀ 3 ]

3
.

华人候选人的情况

如前所述
,

2以拜 年大选增加 了地方代表理事

会的选举
,

对于这一选举
,

候选人不必经过政党推

举
,

华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
。

至于从中央到

省
、

市县各级议会的选举
,

则必须由各个政党推举

候选人
。

由于华人政党没有能够取得参加 2X( 只 年

大选的资格
,

华人政党只能采取与其他政党联合的

方式参加大选
,

如吴能斌领导的大同党与印尼马亨

主义国民党联合
,

而大多数华人精英只能加人到有

参选资格的政党中去
。

与 19 99 年大选的情况相比
,

华人候选人的情

况令人振奋
。

许多华人以个人身份或是通过政党联

合以及加人其他政党的形式
,

以不屈不挠的精神
,

在普委会限定的 日期
,

完成了地方代表理事会和从

中央到省以至市县的议员候选人登记
,

许多人顺利

过关
,

成为地方代表理事会和各级议会的议员候选

人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候选人

方面
,

全国 31 个省有各个地方代表候选人 920 人
,

其中华人有 20 人
。

在国会议会候选人方面
,

合格

的 24 个参选政党中
,

有 17 个 (超过三分之二 ) 政

党派出华人候选人 120 人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
,

华

人议员候选人的数量约占总数的 2
.

7%
。

其中如新

印尼联盟党 (PI B ) 把 12 位华人代表列在 12 选 区

的首位竞选者
。

在多个市县地方议会
,

华人候选人

也占有很大比例
。

比如山口洋市
、

巴淡市和邦加勿

里洞省邦加县等
,

新印尼联盟党派出 巧0 位以上华

族候选人参选市县议会议员
。

很有可能 2〕又 年大

选后
,

一些地方议会的华人议员占有举足轻重的主

导地位
。

[’ 4 ]

4
.

华人选民的心态分析
199 9 年印尼大选

,

华人参选政党大同党领导

人曾经错误地估计了华人选民投票的倾向
,

对大同

党可能获得的支持和取得的议席做了过分乐观的估

计
。

事实上
,

大多数地方的选民包括雅加达的选民

把 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斗争民主党
,

只有坤甸等少数

地方大同党才获得了比较多的选票
。

从印尼全国的情况看
,

相当一部分选民对执政

党斗争民主党的执政业绩不够满意
,

近几个月的有

关调查结果显示
,

原执政党专业集团党的支持率有

较大幅度的上升
,

领先斗争民主党而 占据首位
。

虽

然没有看到有关华人选民的政党支持率调查
,

但从

接触到的印尼华人的谈话中
,

我感到 2X( 又 年大选
,

多数印尼华人仍然可能青睐斗争民主党
。

并且
,

我

认为
,

只要有好的华人候选人的地方
,

大多数华人

选民会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华人候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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