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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泰国华人参政历程及原因分析
●潘少红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oversea Chinese in Thailand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The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

On the Process of the Thai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 Affair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ir Reasons
Pan Shaohong

世人对海外华人的印象之一是他们政治态度冷漠 ,

与其辉煌的经济成就相比 , 其政治作为乏善可陈。但是

泰国华人却是一个例外。历史上部分泰华精英就曾得到

政府的重用而被封官授爵 , 现在泰华享有与泰人同等的

公民权利 ,不仅可以担任公职、当选议员 ,甚至出任政府

部长乃至当选总理 , 其政治参与的活跃情景非他国华人

所可比拟。本文阐述二战后泰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历程 ,

浅析影响其参政的各种因素 , 进而分析由此带来的社会

影响 , 证明参政是促进海外华人与当地民族融合的一种

较佳模式。

需说明的是 ,文中使用“华人”一词 ,不仅指已加入泰

国籍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华人 ,还包括经历了若干代、在很

大程度上已被同化了的只有部分华人血统的泰国人。笔

者认为 ,时至今日 ,除一部分老年华侨坚持中国籍外 ,绝

大部分年轻人及其子女都选择泰国籍。几乎所有泰籍华

人都以其泰国籍为荣 ,对外公开宣称自己是泰国人 ,或简

称“坤泰”(泰人) 。其中多数人已不会说中文 ,对中国文

化也知之甚少 , 但在家庭内部或内心深处仍表现出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 ,还坚持信守华人的信仰、风俗习惯、传统

规范等。有鉴于此 ,文章中“华人”一词所包括的内涵将

是较广的。

1973 年前泰华参政情况分析

1973 年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 , 学生

运动直接促成军人政权的垮台 , 开启了泰国政治自由化

与民主化的进程 ①。此后虽然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艰辛 ,

军人干政的情况时有发生 ,直到 1992 年五月事件迫使军

人势力脱离政治 ,民主选举原则才得以遵循。在这一过程

中 ,民众政治和民主意识却由此得到传播。泰国政治形势

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华人参政 ,因此以 1973 年为分水岭来

考察泰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是比较恰当的。

1. 官商联盟 ———非正式、间接的政治参与

官商联盟一直以来都为人所诟病 , 被指为是导致社

会腐败的根源 , 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泰国政治状况及华人

的处境 , 则应当认为这也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政治参与方

式。担任政府要职的文职或军人官僚们 ,把华商当作受其

庇护的人 , 通过对政府的控制来取得发展经济各种政策

的制定权 , 再通过政策的倾斜来反映和维护华商的经济

要求和权益。作为回报 ,华商给政要们掌握一部分企业股

权 , 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收益能变为官僚和军人统治者的

私利。

这种权钱交换 , 正是在东方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社

会条件下 ,在民主和法制尚不完善时 ,华商们不得不选择

的一种非正式、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造成这种畸形的官

商联盟的原因是多方面 ,对此 ,笔者作如下观 :

首先 , 泰国的政治状况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渠道的

狭小。自 1932 年以来泰国大部分时间内是由军人或军队

支持的民选政府来执政 , 二战后 20 多年间主要由銮披

汶、沙立、他侬三人进行独裁统治 , 政党活动经常遭到禁

止 ,即便是宪法也曾被废除。这等于阻断了通过正当渠道

参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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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新中国成立后 ,泰国华人的处境极其可悲。泰

国追随美国采取严厉的反共措施 ,以维护国家安全、防止

共产主义威胁为由 ,全面实行军人专制独裁统治 ,大肆宣

扬对领袖的崇拜和大泰民族主义 , 以此来证明专制统治

的合法性。华人的政治忠诚进而受到怀疑 , 处于尴尬状

况。一旦被扣上“红帽子”或被指为“共党嫌疑”,便会倾家

荡产 ,性命难保。为求自保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一部

分上层华商便采取依附于政治权力集团 ,寻求政界、军界

要人的保护 ,以此达到保护、发展企业的目的。有学者认

为华人只维持非常低的政治地位 , 他们通常是通过贿赂

或与军人官僚领导人建立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从而

影响政策 ,这种影响通常是防御性的、暗地里进行的 ②。

第三 ,经济利益是第一目的 ,政治参与的意识并不明

显。官商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华人企业邀请军界

政界人士参加董事会 , 一种是国营和公营企业要求华商

提供部分资金和人才 ③。华商和军政界人士双方都从这

种合作中得益 ,可以说是“互惠互利”。五大华人金融集团

的崛起与军政界要人的庇护不无关系 , 1972 年 16 家商

业银行中有 12 家董事会中有军政领导人参与 ④, 盘谷银

行、大城集团等都有军人参与合作。军政界要人不仅借机

扩大自身的政治势力 ,而且还中饱私囊 ,沙立死后留下巨

额财产就是一例。

第四 ,其对政治参与的正面作用非常有限。官商联盟

的行为有“官商勾结”的嫌疑 ,其负面作用常遭口诛笔伐 ,

且只有小部分华人参与其中 ,并不代表泰华群体。尽管如

此 , 这也是华人在泰国特定政治环境下做出应对的方式

之一。

2. 直接的政治参与

1973 年前泰国政治独裁专制局面决定了其国内并

无民主可言 ,华人参政空间非常小 ,虽有个别华人直接参

与其中 , 往往并不遵循民主途径 , 只是个人行为而已 , 因

而不具有代表性。在看待和分析这种现象时 ,笔者认为应

该强调如下几点 :

其一 , 虚假的民主为华人直接参与政治提供微小的

机会。军人政权专制独裁 ,但仍然需以民主作为政权合法

性的幌子。銮披汶政府曾解除党禁 ,企图以此来标榜其政

权的民主 ; 他侬为安抚民众的不满 , 曾于 1969 年颁布一

新宪法和举行选举。这些有限的机会为华人直接参与政

治提供机会。1946 年至 1975 年的议院中商人占有一定

比例 , 其中人数最少的 1946 年 8 月 , 商人比例为

11. 6 % , 最多的 1969 年 2 月达 45. 7 % , 1957 年至 1969

年 2 月长达十多年间议会民主遭破坏 ⑤。鉴于华人经济力

量的强大 , 进入议院的商人中有很大部分人应是华裔商

人。然而 ,一方面泰政府并不真正施行民主 ,另一方面也

不愿意华商过分介入政治 ,以免进一步加剧泰人的不满、

威胁其统治基础 ,因此华人参与空间非常小。当然一些华

人利用了这少有的几次机会参与政治活动 , 但大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有较大的政治发展空间。如

陈伟桥、吕基文等虽都是在 60 年代始参与政治活动 , 但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获较大发展。

其二 , 部分华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 参加或组织政

党 ,但活跃在政坛上的华人并不彰显自身华人特性 ,反而

以泰人的姿态出现。1965 年 , 国务院官邸秘书长沙永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在政界中 ,我们好些大人物并非真正的

泰人 , 但是他们比起某些泰人还更加热爱泰国”⑥。日本

学者的调查显示了 1965～1966 年泰国内阁 19 名阁员

中 ,中泰混血儿占 12 名 ,其中包括总理他侬、国家发展部

长沙拉信等 ⑦。由于他们都是中泰混血儿 ,且其参政历程

非一般人可以比拟 , 把之当作华人参政的样板并不太恰

当 , 但这反映了在讨论泰国华人政治参与问题时所面临

的困境 ,即由于泰国华人同化程度很高 ,无法对华人政治

参与者的民族身份做出明确的界定。

其三 , 泰国政治状况决定部分华人政治参与方式往

往并不遵循民主选举的途径。其中 ,或以军人起家 ,如他

侬是军人 ,继沙立之后登上总理宝座 ,屏 ·春哈旺曾是陆

军司令。或因家族网络进而参与政治 ,沙拉信因经营家族

企业而与上层社会建立良好关系 ,进而活跃于政坛 ,1957

年曾出任临时内阁总理 ; 云达军家族在泰政坛上也相当

活跃 ,享有“部长家族”之盛名 ,其家族代表性人物天良是

一位政治家、外交家 ,1932 年就曾任外交部长 ,1952 年后

一直任枢密院大臣 ,该家族其他人员也曾参与政治活动 ,

颂迈曾于 1972 年任财政部副部长 ⑧。这种家族网络对政

治参与的影响深远 ,例如朴 ·沙拉信的四个儿子在 70 年

代以后都曾积极参与政治 ;屏家族的后代也如此 ,除差猜

曾任总理外 ,另一些后辈也是政坛名人。当然 ,与其前辈

不同 ,他们都必须通过正式选举才能出任要职。

1973 年后泰华参政历程

1973 年后 , 华人的政治表现越来越活跃 , 积极参与

泰国政治生活 ,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作为一群

体还是作为个人都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 华人华裔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华裔总理的出现表明了华人可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

据越南《经济时报》2004 年 1 月 2 日报道 ,2003 年越南进出口约 448. 4 亿美元 ,其中出口约 198. 4 亿美

元 ,比 2002 年增长 18. 8 % ;进口约 250 亿美元 ,比 2002 年增长 26. 7 % ,贸易逆差 51. 5 亿美元 ,相当于 2003

年出口额的 25. 9 % ,为越南贸易近 5 年来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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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70 年代后 ,尤其 80 年代以来 ,华人已较好地融合

于当地社会 ,与泰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 ,大批华人政治

家就是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出现。据称 ,自 1932 年

至 1990 年任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已有 8 人 ⑨, 90 年代

更是华裔总理辈出的年代 ,差猜、川 ·立派、班汉、他信相

继出任总理 ,其共同特点是 ,都是华裔泰国人。差猜祖籍

潮州 ⑩,而现任总理他信祖籍福建。

华人议员、阁员众多 ,表明其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广

泛性与普遍性。1983 年大选后 ,4 位副国务院院长中有 2

人是华裔 , 7 位国务院事务部长中有 2 人是华裔 ,部长和

部长助理中有 7 人是华裔 �λϖ。在 1986 年泰国大选中 , 有

86 位华裔子弟被选为众议员 , 成为 347 席众议院中最大

的团体 �λω。1989 年由 94 人组成的参议院中有 20 人为泰

籍华裔 ,陈其文是该届参议院议长 �λξ。1991 年泰国人民代

表共 357 人 ,其中华裔近百人 ,内阁阁员 44 人 ,有中国血

统的占一半以上 , 包括总理差猜和多位副总理、部长、助

理部长在内 , 担任内阁总理顾问或各部长顾问的华人为

数更多 �λψ。2001 年成立的他信内阁据称有华人血统者占

五成以上 �λζ。

虽然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 , 但不论这些参政的华人

是否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华人的文化认同 ,总的说来 ,有华

裔血统的政治人物积极参政 ,甚至上台执政 ,反映了泰华

作为泰国民族的一部分 ,已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2. 华人资产阶级成为泰各政党的支持者

在专制独裁时期 , 华人资产阶级依附于政治权力集

团 ,以保护自身经济力量。然而 , 70 年代后 ,越来越多企

业家介入政治事务 ,或亲自进入政治、参加竞选 ,或资助、

支持政党及候选人 ,从而在各级政治决策中产生影响。泰

学者曾指出“尽管发生了 1973 年 10 月 14 日事件 (许多

学生要求所有泰国人参与国家的管理 , 该事件摧毁了在

泰国军方、政治领导人和华人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契约) ,

但该事件却导致了资本家的迅速增长。当前存在这样一

种趋势 , 即资本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获得更大的势

力”�λ{。

首先 , 部分华人政治家本身具有企业家背景。20 世

纪 80 年代连续 5 届炳内阁中商人比例最少的 30 % , 最

多的 47. 7 % �λ|。许敦茂、黄闻波、班汉、他信等就是这类企

业家出身的政治家代表。许敦茂 50 年代进入政界 , 1975

年任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国会主席 ,后任司法部长、政府

副总理等职 , 与此同时 , 他也曾任盘谷银行董事、副董事

长等职 �λ}。曾在炳政府及川政府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的

黄闻波也是银行家 �λ∼。1995 年出任总理的班汉则是一位

有名望的企业家 �µυ。现任总理他信曾是电信业大亨 ,1994

年开始涉足政坛 ,2001 年当选为政府总理 �µϖ。此外担任各

级议员的一些华人其本身也是企业家。

其次 , 通过选举和资助政党参与议会、内阁 , 或通过

各种商会成为政府决策的压力团体 , 以影响国家政策的

方向。资产阶级参与政治 ,其作用也越来越为人所认识。

“资产阶级作为政党的支持者 , 它还推动着国家秩序和

政治变化 , 可以说它已成为泰国社会变革的领导阶

层。”�µω部分政治家本身与大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许

敦茂、黄闻波都曾任职于盘谷银行 ,谢国民也曾推荐正大

集团副总经理阿差 ·刀拉暖出任工业部副部长等。80 年

代后三大政党泰国党、社会行动党和民主党越来越为大

企业集团所控制 �µξ。另外 ,原先由行政人员和军政领导人

制订国家政策 , 从 70 年代起不得不向企业团体征求意

见 ,证明了企业团体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81

年炳政府成立一个联合咨询委员会 (J PPCC) �µψ , 以向公

众广泛征求意见。

第三 , 泰国政治民主化过程无疑刺激华人企业家参

与政治的热情 , 且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通过民主选举和

新政治体制下的参政 ,更能有效地保障自身利益 ,这比过

去仅依附权利集团来得安全、有效。但同时商业与政治关

系也滋生出负面影响 ,出现了以贿赂、政治献金换取特殊

照顾的现象 ,腐败与贿赂现象严重。

3. 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

经战后几十年的演变 , 泰华早已完成政治认同的转

向 ,年轻一代华人出生于泰国 ,在政治甚至文化上都认同

于泰国。泰国法律、政策也平等对待华人 ,随着泰国政治

民主化进程的展开 , 华人政治参与意识和要求民主的呼

声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就

是一例子。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是泰国经济发展的产物 ,

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大都冷漠以对 ,但在 1992 年

5 月抗议示威运动中他们首次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意

见 ,是该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 �µζ。本来若要全面考察华人

的政治参与情况 ,还应该包括考察华人的政治取向、舆论

变化等内容 ,但因资料所限本文暂时无法做到。

影响泰华参政的因素分析

泰国华人政治参与有其自身特点 , 无论政党还是个

人都不以种族旗帜相号召 ,而是以泰人福利为依托 ,由此

显见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程度之深。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泰国华人参政的积极表现与以下一些因素息息相关。

越南《投资报》2003 年 12 月 15 日报道 ,截止 2003 年 11 月 20 日 ,新加坡在越南仍有效力的投资项目 283 个 ,注册总
资金 73. 6 亿美元 ,名列各国和地区在越投资第一位 ,菲律宾在越南投资项目 2. 23 亿美元。在贸易方面 ,2003 年越南向
新加坡出口额约达 10. 2 亿美元 ,高于 2002 年的 9. 61 亿美元 ;向菲律宾出口额约达 3. 7 亿美元 ,高于 2002 年的 3. 15 亿
美元 ,越南从这两国进口价值约达 26 亿美元 ,其中从新加坡进口占 25 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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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国政府对华人政策、态度的变化是华人政治状

况改变的先决条件。

泰华国籍问题较早获得解决 , 有利于其融合于当地

社会。二战前赋予出生于泰国的华人泰国籍的做法在战

后基本上得到延续 ,从 50 年代后期起也逐渐放宽华侨移

民入籍的限制。1975 年中泰关系正常化后 , 泰政府进一

步放宽入籍条件。泰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明智做法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向。

平等的政治待遇是华人能够参与政治的前提。泰国

政府对华人公民权利的规定经历了从限制、逐步放宽到

最后给予同等权利的演变过程 , 尤其是 1983 年大选规

定 ,合法的泰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从而规定

了华人享有与泰人同等的公民权利 , 扫除了华人参与政

治的法律障碍。

2. 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华人参政提供宽松的政

治环境。

1973 年 10 月学生抗议运动直接导致军事独裁统治

的垮台 ,开启了泰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进程。此后 ,泰

国民主化进程虽不平坦 , 但沙立 - 他侬式的军事独裁统

治不再出现。江萨内阁、炳内阁尽管也是军人政权 ,但都

维持半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90 年代初军人虽然挑战差

猜民选政府 , 但经过 1992 年 5 月流血事件后 , 泰国基本

上摆脱了军人专制统治 , 至今历届政府都通过民主选举

而来。1997 年泰国颁布了新宪法 , 希望以此来保证政治

的自由化、透明性、责任性。泰国政治往民主化方向发展

无疑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3. 泰民众对华人看法的转变。

随着泰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 平等意识逐渐增

强 ,民众对华人的看法有所改观 ,这也是关系华人政治参

与顺利与否的因素之一。

其一 ,各政党承认华人是潜在的政治力量 ,在历次大

选中华人也是各政党争取的对象。如曾任泰国社会行动

党党魁的克立 ·巴莫就亲自到过华人区以潮州话发表竞

选演说 ,甚至聘请华人领袖陈弼臣、郑午楼等人为该党顾

问 �µ{。泰民众已能正视华人公民权利问题 ,泰一学者认为

华人子女应与泰人具有同等之权利和义务 �µ|。

其二 , 种族身份已不是评判政治候选人好坏的标

准。1990 年正义力量党领袖针隆 ·西蒙在竞选曼谷市长

时 , 有人攻击他具华人血统 , 但针隆仍然以 70 多万压倒

多数的选票中选。事后该党秘书长的评价表明了种族身

份在政治选举中已变得淡化 :“这不是我们的胜利 , 而是

人民与民主的胜利 ,他意味着京畿市民需要正义和公道、

肯为人民效劳而又做出了成绩的市长。”�µ}

其三 , 部分泰国政治领袖开始不回避自己的华人身

份 ,反映了泰国社会对华人的认可与包容。曾任内政部长

的巴曼 ·阿里绿讪 , 祖籍潮阳 , 1989 年来华访问并到潮

阳祭祖 �µ∼。前曼谷市长针隆、总理差猜、副总理披猜等都

曾表明过自己的华人身份。这虽不代表其政治认同和文

化认同有了变化 , 却反映出泰国社会逐渐接纳华人社会

存在的客观事实。

4. 华人社会自身的变化是影响华人政治参与的关

键因素之一。

上述主要从泰国的政治环境以及泰人对华人看法的

角度来分析影响泰华政治参与的因素。笔者认为 ,如果说

这些都只是外部大环境的话 , 那么泰华自身的发展变化

无疑也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

尽管学者在有关泰华的同化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争

论 , 笔者以为这些争论更多的是集中在华人的种族特性

及文化适应方面 ,而在政治认同上 ,大部分华人早已明智

选择归化为泰国人 ,尤其是第二代以后的泰华 ,他们说泰

语 , 并自认为是泰人 , 以泰国的利益为皈依 , 这可以从中

外学者田野调查的结论中获知。可以说 ,泰华在政治上认

同泰国 ,就这一点而言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有人认为泰华

这段融入过程是崎岖不平的 �νυ。无疑政治认同的转向是

泰华能积极参与政治的一关键因素。

5. 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自身赢得更多参与政治

的机会。

华人既是战后泰国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 也是受益

者。70 年代以来华人企业家在房地产、百货业、通讯、能

源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发展。岩崎育夫认为泰国存在五种

类型的资本 :政府资本、王室资本、民族资本、华人资本和

外国资本 ,其中民间资本主要是华人资本 ,大约占三分之

一 ,他在分析 1988 年泰国财阀的主要事业所分布的行业

领域后 ,认为华人资本已经进入泰国的所有产业领域 �νϖ。

1995 年 , 世界华人企业集团核心人物财富超过 1 亿美元

的有 368 位 ,其中泰国有 50 位 ,总财富 764 亿美元 �νω。经

济实力的增强客观上会促使华人要求改变自身的社会、

政治处境 ,以经济势力来提升社会、政治地位。

6. 历史传统因素的作用。

泰国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 ,

有其特殊性。温和的同化政策、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基

本上一视同仁的政治待遇 , 使得华人能够较好地融入当

地社会 ,华人社会与泰人社会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泰

国历史曾出现过由华裔领导的王朝 , 一些华裔直接参与

越南《投资报》2003 年 12 月 15 日报道 ,越南皮鞋行业提出到 2005 年发展战略 ,目标是到 2005 年皮

鞋出口金额达 31 亿美元 ,到 2010 年增加到 62 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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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资报》2003 年 12 月 15 日报道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预计 ,2003 年越南新吸引投资总额约达 17 亿美元 ,2002

年为 14 亿美元 ,另外在 2002 年仍有效力的投资项目中新追加投资金额增长 15 %。这样 ,2003 年越南新吸引外资约达

30 亿美元 ,创造 62 万个劳动就业机会。

政治 ,管理国家事务。魏源曾在《海国图志》暹罗条说 :“华人

驻此 ,娶番女 ,唐人之数多于土番 ,惟潮州人为官属 ,封爵 ,

理国政 ,掌财赋。”这种历史传统与温和同化政策对泰华的

政治参与产生相当的影响。

结 语

要全面评价泰华参政给泰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

的。笔者认为 ,总的说来几乎都是正面的影响 ,尚未发现负

面的作用。华人参政无疑有助于促进华人与当地民族的融

合与团结 ,加速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在同一国家中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 ,皆享有平等的

政治权利 ,这是形成社会政治环境安定的必要条件。而社会

政治环境的安定 ,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泰国之所

以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前 , 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

长率 ,跟国内保持政治稳定 ,没有像某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反

华排华逆流的干扰 , 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 1997 年的金融

危机之后 ,在他信政府领导下 ,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

阴影 , 取得了经济复苏 , 并在 2003 年提前归还了世界银行

的贷款 ,从而摆脱了国际金融机构规定的种种限制 ,为泰国

的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外交方面 ,泰国积极推进

东盟一体化 , 努力实现东盟 10 + 1、东盟 10 + 3 的政治格

局。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 ,应该说都跟泰华的政治参与有直

接或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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