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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onesi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For historical reasons，most
ethnic Chinese do business in Indonesia. This paper try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capital in
Indonesia based on the data relea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me authoritative statistics. The new estim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Indonesia is 10 million，the capital is 163.8 billion dollars.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to relax the restrictions of Chinese citizenship in 1980s，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overseas Chinese
became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through natur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also
evolved into ethnic Chinese economy，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economy. But recently
the capital of the ethnic Chinese enterprise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whose future is not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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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侨指侨居海外，至今仍然保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主要指原为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已加入居

住国国籍的外国公民。本文中的“华人”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的总称，包括华侨、华人和华裔。

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资本发展现状

原晶晶 杨晓强※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①数量最多的国家，由

于历史原因，华人在印尼大多从商，华商资本在印

尼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

此，长期以来广受关注，但对华商资本现状的分析

文章较少。本文拟以印尼官方公布的数据和部分权

威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此作尝试性的推估，并对

华商资本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所谓印尼华商资本，

一般包括印尼国内华商资本，也包含国际华人企业

投资于印尼的资本，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但本文

所指印尼华商资本仅指前者，即以印尼国内华商资

产作为估算对象。

一、印尼华人数量估算

印尼政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曾进行该国族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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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在印尼大多从商。本文以印

尼官方公布的数据和部分权威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印尼华人和华商资本数量进行推估，指出印尼华人

约达 1000 万，华商资本达 1638 亿美元。自 1980 年印尼政府放宽华侨入籍条件后，绝大部分印尼华侨通过

入籍成为印尼公民，而华侨经济也自然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印尼华

商资本仍面临诸多困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华人 华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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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当时华人人口为 200 万人①。而后基于政治因

素，未再实施该项普查工作，导致到 20 世纪末印尼华

人华侨的数量无确切统计数据。1999 年 11 月，印尼

驻新加坡大使鲁弗班查依旦中将在向全体华人保证

瓦希德政府不会再有歧视华人的政策时，说明印尼的

华人有 1100 万，是印尼的第三大种族②。而 2007 年印

尼华人问题研究专家廖建裕称，2000 年印度尼西亚

华人人口为 402 万，占印尼全国总人口的 2%。这个数

字与普遍认为的印尼华侨华人人口占印尼人口的 3%
~5%的比例差别比较大。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

教授以 1972 年中国台湾省侨务部门《华侨经济年鉴》
推算的数字，华侨人口 450 万人，占印尼总人口

3.68%为基数，根据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进入印

尼的中国移民）以及适当增加无国籍华人和华人省份

不甚明显部分，推估出印尼华侨华人约 1000 万③。这

个数字与鲁弗班查依旦中将提供的数字相差不大，与

印尼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数据相同④，本文倾向于认同。
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华侨入籍问题采取宽容

态度，实施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但当时苏

加诺政府以日惹为首都，而大多数华侨当时集中在爪

哇地区，故该法令对当时华侨影响不大。同时当时许

多华侨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因而愿意入籍的人数

并不多。据印尼外侨事务委员会估计，1954 年加入印

尼籍的华人有90万人，而保留中国籍的有210万人⑤。
1954 年开始至 1979 年，印尼国内排华情绪甚嚣尘

上，致使政府忧虑华人忠诚，限制华侨归化入籍，将入

籍原则从出生地主义改为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

为辅的政策，申请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必须取得雅

加达最高检察官的批准，并具备十几种证件，并且需

要交纳高额的申请费用。根据 1979 年印尼中央统计

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 14 年中，入籍者仅有 9
万多人。而在 1977 年，印尼政府又规定，禁止非印尼

籍人从事外贸商业活动，进一步压缩华人的生存空

间，使得华侨入籍问题迫在眉睫。到 1980 年，苏哈托

政府开始放宽华侨入籍的条件，规定凡在印尼居住满

5 年以上的外侨，均可申请改籍或入籍，并降低申请

费用。从那时开始，大多数华侨为求得生存和发展，

主动适应环境，纷纷申请归化，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

尼籍华人。至 1991 年 1 月止，印尼外侨人数估计只

有20万~30万人，大部分华侨通过入籍成为印尼的公

民⑥。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印尼华人终于拥有了合法的

公民权利及公民地位，成为印尼国内一支重要的族群

力量；而华侨经济也自然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印尼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印尼国内华商资本现状

印尼知名华商林文光曾按照资产数对印尼华商

进行了分级。他认为，印尼华人中约有 170 位拥有大

财团或集团企业；约 5000 多位为中型以上企业老板，

还有近 30 万经营商贸的小企业主⑦。综合各方面公布

的资料，笔者认可这一判断，并以此作为推算印尼华

商资产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印尼华人从商者

众，但华人不等同于华商。因此，至少印尼华人中 20%
从事专业技术职业人群的资产，以及比例为 56%的下

层华人中未经营商业的人群之资产，尚不在本文统计

范围之内⑧。
1. 拥有大财团及集团企业的 170 个华人家族的

资产

（1）以《福布斯》和《环球亚洲》等杂志数据为主进

行的推算

这两份杂志对印尼华人家族财产情况报道较全

面。但由于统计渠道有别，一些数据相差较大。以下是

两份杂志中 2009 年排名前 20 位的印尼华人富豪资

产的统计情况：

《福布斯》杂志以企业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和其

他财产计算其身家，权威性较强，因此，本文倾向以其

统计结果为主要参考。对未列入《福布斯》排行榜的华

商财产，则结合《环球亚洲》等平面报刊和网络媒体披

露的信息进行推估。综合后的结果是：2009 年印尼

170 位华人大财团及集团企业主的家族资产约 620
亿美元，其中家族资产最大额为 70 亿美元，最小额为

3000 万美元。不过《福布斯》的统计未包括华商在中

国、新加坡、美国等地的投资资产，媒体所公开的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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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排名前 20 位的印尼华人家族资产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总计

华人富豪

黄惠忠、黄惠祥（Budi Hartono）
吴笙福（Martua Sitorus）

蔡道平（Susilo Wonowidjojo）
黄奕聪（Eka Tjipta Widjaja）
比特宋达（Peter Sondakh）
林天喜（Putera Sampoerna）

陈江和（Sukanto Tanoto）
林逢生（Anthoni Salim）

苏吉哈托·索斯罗佐约（Soegiharto Sosrodjojo）
刘德光（Low Tuck Kwong）

陈锡基（Eddy William Katuari）
汤新隆（Trihatma Haliman）
范乔诺（Ciliandra Fangiono）

傅志宽（Murdaya Poo）
彭云鹏（Prajogo Pangestu）
李文正（Mochtar Riady）

曾国奎（Eka Tjandranegara）
徐清华（Ciputra）

林文光（Alim Markus）
林德祥（Sjamsul Nursalim）

福布斯

70
30
26
24
21
20
19
14
12
11.8
11
7.5
7.1
6
4.7
4.4
4.3
4.2
3.5
3
303

环球亚洲

41
13
11
32
8.4
22
11.5
26.8
NA
NA
11
5.2
NA
9.9
6
7.1
4.1
4.2
1.2
3
217

①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AGPS Press，Canberra，1995，pp.40.

②《威瓦新闻》2009 年 12 月 30 日报道，见 http：// bisnis.
vivanews. com/ news / read / 117219- nilai_kapitalisasi _pasar_sa-
ham_naik_86_4.

③《经济新闻》（Warta Ekonomi），1997 年 11 月 24 日，第

31~37 页。

2009年资产总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也非常有限，因此，通过这一方法推算得到的数

据有明显的低估性质。
（2）以上市公司市值估算

截至 2009 年 12 月，印尼证券交易所共有 399 家

上市企业。同期印尼 170 家企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数

量则有上千家，从实力考虑，399 家企业中的华人公

司绝大多数应属于这些集团。但是，由于同化政策实

施多年，这些华人集团子公司的辩识特征极不明显，

笔者查阅公司资料及年报后，也仅能找到 60 余家。而

按照媒体的报导推断，华人上市公司数量当远大于此

数。
因此，此处以华人占印尼股市市值的大致比例来

推算上市华人企业资产。在这方面，唯一一次对华人

上市公司情况所作的详细调查是在 1995 年，由澳大

利亚人迈克尔·贝克曼（Michael Backman）及其研究

小组完成的。他关于“华人企业资产占印尼私企市值

73%”的论断得到澳大利亚外交和商贸部认可①，并时

常见诸于分析印尼华人经济的各类文献，本文暂以此

为据。2009 年 12 月底，印尼的股市市值为 2006.7 万

亿印尼盾②。减除 14 家上市国有企业的 630.8 万亿市

值后剩余约 1376 亿印尼盾，以 73%的比例计算，则华

人企业的市值有 993 万亿印尼盾，合 1045 亿美元。

把华人上市企业中原住民及外资所占股份和华

人非上市企业的资产作大致抵消，则可将 1045 亿美

元视为 170 家华人企业集团的资产。与上一种方法比

较起来，此统计结果应该更接近现实。
（3）两次金融危机后 170 个华人企业集团资产的

变化情况

印尼《经济新闻》杂志对 1996 年该国 220 家大财

团和集团企业资产作过调查。根据这份资料，资产在

100 亿美元以上的就有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黄奕聪的

金光集团和林德祥的佳通集团③。173 家华人企业资

产最大值为 172 亿美元，最小值 3000 万美元，总值

1400 亿美元。当时可谓华人企业的鼎盛时期。
一年之后风云际变，亚洲金融危机来临。1998 年

年初，印尼盾币值狂跌到 10000∶1 美元，印尼陷入有

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作为印尼国民经济的组成

部分，华商资产自然同步大幅下跌。损失大者如林天

宝的森布纳集团，资产缩水竟达 93%，从 22.27 亿美

元直线下滑到 1.62 亿美元。此外，政局的动荡对困境

中的华资而言是雪上加霜。苏哈托下台后，一些与旧

政权关系紧密的华商亦受牵连，企业发展困难重重。
就在这些企业奋力转型，逐渐地走出困境之时，全球

金融危机在 2008 年又不期而至了，许多华人出口企

业和依靠进口原料生产的企业再次遭受资产缩水之

苦。两次危机对华人企业集团的打击是伤筋动骨式

的。
但是，2008 年危机没有成为 1997 年的翻版。这

应当归因于 1997 年危机发生后不少华人大企业以出

售非主营或成长瓶颈的资产，或将经营核心转到更具

赢利潜力的行业等方式进行企业重构，从而增强了风

险抗御能力。2009 年，华人企业集团的资产增长迅

速，一些家族资产翻番（见表 2）。原因有三，首先是印

尼经济整体表现优异，增速达到了 4.5%。相对友善的

经济大势使大财团和集团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

金融危机的风险；其次，全球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增

加，经营煤炭、棕榈油、油气及其他资源类业务的华人

家族从中获益甚多；第三，印尼股市全年涨幅达

115%，上市企业市值翻倍情况常见。刘德光的巴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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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印尼华商资本总量 （单位：亿美元）

华商类型

资产数额

总计

财团或企业集团

1045
大中型企业

250
1638

小型企业

180
个体工商户

163

表 2 2008~2009 年排名前 10 位的印尼华商资本变化表

（单位：亿美元）

*①黄惠忠②吴笙福③蔡道平④黄奕聪⑤彼得宋达⑥林

天喜⑦陈江和⑧林逢生⑨苏吉哈托 ⑩刘德光

* 资料来源：《福布斯》2008 年、2009 年印尼富豪排行榜。

①《自立》杂志网络版，见 http：//www.swa.co.id/cetak.php?
cid=1&id= 2916&url=http%3A%2F%2F www.swa.co.id%2Fswa-
majalah%2Ftren%2Fdetails.php%3Fcid%3D1%26id%3D2916.

②转引自印尼法规研究中心《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法及其

实施的挑战》一文，见 http：//202.134.5.138：2121/pls /POR-
TAL30/indoreg.irp_editorial.show_editorial?id=1180.

③“印尼广肇总会总主席陈伯年：要让子孙后代不忘本”，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网，2009年7月23日，http：//www.cic.mofcom.
gov.cn/ciweb/cic/info/Article.jsp?a_no=189173&col_no=456.

源有限公司股票升值高达 474%。而在富豪榜上排名

第 7 位的陈江和因无上市公司股份，资产完全来自实

业，2009 年总资产同比减少了 1 亿美元。

2. 5000 名中型以上华人企业资本

印尼《自立》杂志记者于 2005 年对北苏门答腊的

华人企业展开调查，得出了棉兰地区华人企业实力超

出一般估计的结论。同时，记者发现华人企业充满神

秘，因为企业家不太愿意就资产问题接受采访，加上

“华人企业绝大多数没有上市，很难获知其企业资本

规模是万亿印尼盾级、千亿印尼盾级、百亿印尼盾级

亦或是数亿印尼盾级别的”①。应该说，这种情况在 5
年之后的今天没有本质的变化，不愉快的历史经历令

华人企业主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心态，并不希望自己的

资产状况被公之于众。
本文拟从印尼有关部门对企业的普查结果出发，

对 5000 家华人企业资产作保守估计。据印尼合作社

委员会 2008 年 7 月的数据，全印尼数千万企业中，资

产 10 亿~500 亿印尼盾的中型企业占 0.24%；资产

500 亿印尼盾以上的大企业占 0.01%②。从华人在印尼

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判断，5000 家华人企业大部分应

属大型企业的范围。因无具体资料，此处仅以净资产

500 亿印尼盾（500 万美元）这一划分大中型企业的界

限作为上述华人企业的平均资产。以此推算，这部分

华人企业的资产约 250 亿美元。
3. 华人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资产

印尼合作社委员会称，资产在 2 亿~10 亿印尼盾

之间的小企业占了印尼企业总数的 4.05%。如以其中

间值 6 亿印尼盾（6 万美元）作为华人小企业的平均

资产，则可估算出 30 万华人业主的总资产大约为

180 亿美元。
印尼华人大多经商，著名华人企业家陈伯年认为

80%的印尼华人都有自己的产业③。结合林文光以及

索菲安·瓦南迪的判断，可知绝大部分华商实际上属

于资本较小的个体工商户，其确切数字与印尼的华人

人口相关，按印尼华人总数约 1000 万，也就是说，印

尼有约 200 万华人家庭，按 80%的华人家庭拥有产业

估计，扣除拥有大中小型企业的家庭后，性质为个体

工商户的华人约有 130 万户。印尼合作社委员会称

“95.7%的印尼企业属个体工商户性质，资产在 5000
万~2 亿印尼盾之间”。因此，以个体工商户的资产均

值可推算出华人个体工商户的总资产约为 163 亿美

元。
综上所述，印尼华商的总资本的概略统计结果如

下表：

华人作为印尼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只占印尼人

口总数的 4%左右，而其华商资本额（1638 亿美元）相

当于印尼 2009 年名义 GDP（5908 亿美元）的 28%左

右，无疑是印尼国内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而随着印

尼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进一步稳定以及印尼和邻国

经济联系的加强，相信印尼华商资本规模还会持续增

加，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印尼华商资本发展的困境

虽然依据上文的推估，印尼华人经济已经打下了

一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基础，华商资本额已经达到

1638 亿美元，相当于印尼 2009 年名义 GDP（5908 亿

美元）的 28%左右，确实成为印尼建设发展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政府也始终把调动华商资本

作为实现历次 5 年计划的重要举措之一。印尼前总统

苏哈托在规划设计第二个 25 年发展计划时，就曾经

强调“尽管这个目标相当远大，我们还是有能力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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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印尼中央统计局网站，http：//www.bps.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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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2505-triliun.

现的。所需要的是努力把这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动员

起来，其中华人的资本及经济力量是最主要的力量之

一”①。从印尼政府近几年来对待华人经济的态度来

看，他们也意识到完全采取排斥或者反对华人及其经

济力量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不利于印尼国家的建设与

稳定，转而开始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但事实上，印尼

华商资本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从华人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印尼中央统计

局的经济普查数据显示，51.5%的小型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发展遇到资金和销售渠道不畅等困难；大中企业

中，也有 31.8%的企业遇到以资金不足为主的发展障

碍②。对于华人企业而言，因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的

商业网络的存在，筹措资金的困难相对于原住民企业

要小。但是和其他地区的华人企业一样，印尼华人企

业多数是家族经营。按照美国学者爱迪思的企业生命

周期理论，企业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后，需要健全

企业制度，改革企业的领导风格。近年，华人企业新

二代接班，如何改变企业的管理模式使之符合现代

企业的要求，成为新一代华商必须面对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华商谢建隆之子经营苏玛银行不善以

致破产，使家族被迫放弃印尼最大汽车集团和最大上

市公司“阿斯特拉国际”的控制权，也许就是一个负面

的例子。
同时印尼特殊的经商环境会对华商形成持续压

力。印尼华人经济和企业长期以来是围绕着原住民

（及其经济、企业集团）与非原住民（主要是华人及其

经济与企业集团） 之间的矛盾去求生存和发展的，这

条无形的绳索是历史形成，而又始终不断延长下来

的。华人的改名与入籍、歧视华人的法律条文的取消

等不意味着华人能够得到完全公正的待遇。印尼主

流社会对华人多少还有偏见。这种心态使华人进退

两难。2004 年，印尼中华总商会甚至不得不向已卸去

总统职务的瓦希德投诉副总统卡拉歧视华人③。2010
年 2 月，当总统苏西洛向华人致新春贺词时，还特别

再次呼吁全社会公正对待华人④。
此外，原住民企业集团对华人经济发展构成的竞

争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印尼军政官僚第二代所领导主

持的少壮派集团，可以借用天时地利的优势从各个方

面运用其力量和优势来不断增强竞争实力的筹码，对

华人企业形成竞争。而在 2009 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

专业集团党总主席巴克利的巴克利集团，副总统卡拉

的哈吉卡拉集团以及苏哈托之子胡多莫的洪布斯公

司均榜上有名，这些有权势背景的原住民企业扩张迅

速，对同领域的华人企业形成不小的挑战。

四、结 语

根据上文对于华商资本的推估状况，其在当前印

尼全国企业资产中的比重不会超过 40%。因为即使

不计原住民私企资产，2009 年印尼 141 家国有企业

的资产总额便已经达到 2000 万亿印尼盾（合 2100 多

亿美元）。印尼国有企业部估计 2010 年国企资产还会

增加 25%，达到 2505 万亿印尼盾⑤。这一推估结果再

次证明印尼国内外一些人认为华人在印尼经济中占

主导地位，甚至“华商所占经济份额为全印尼的 80%”
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而“新秩序”时期印尼政府针对

华人的种种限制政策的理由之一，即“3%的华人控制

了印尼 70%经济”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印尼国有经济

和原住民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将对华商形成

持续压力，华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能进一步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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