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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NSC5429 /5、NSC5612 /1与 NSC6012等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 它们包

含了该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则。本文以上述文件为中心 , 参照相关美国外交档案 , 考察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

南亚援助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内容 , 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 的特点、影响做一考察。

[中图分类号 ] D87112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6099 (2007) 01 - 0045 - 06

A Ten ta tive Ana lysis on US A id Policy towardsM a in land Southea st
A sia of E isenhower Adm in istra tion

W u Chunli
(H 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US Foreign Policy, Eisenhower Adm inistration, Mainland Southeast A sia, Foreign A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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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Southeast A sia during the Eisenhower adm inistration1Based on these documents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Eisenhower adm inistrationπs foreign aid policy towards the Ma2
inland Southeast A sia formulated and its contents and effects1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主要体

现在 NSC5429 /5、NSC5612 /1与 NSC6012 等文件

中。它们规定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援助

政策的主要原则。将上述三个文件置于艾森豪威尔

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下 , 与杜鲁门、肯尼迪政府对

东南亚援助政策进行对照 , 有助于揭示艾森豪威尔

政府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历史

地位①。

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际正值冷战急剧激化的

时刻。与杜鲁门政府相比 , 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大提

高了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953年共同防

御援助计划中亚洲援助的份额占援助总数的 13% ,

第二年上升到 32% [ 1 ]。10月通过的 NSC 162 /2文件

把中国作为美国在东亚遏制的主要敌人 , 鼓励盟国

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为此 , 要在美国的指导下建

立一系列的地区同盟体系 [ 2 ]。在东亚 , 主要表现为

西太平洋防务协定与东南亚条约组织构想。11月通

过的 NSC166 /1文件认为 , “美国要以除战争以外的

手段削弱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实力地位”[ 3 ]。

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进一步恶化了美国

人对中国的看法 , 引发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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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援助政策的研究起步于崔丕先生的 《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 ( 1945—1994 ) 》

(2000) 一书。它以 PPS51号文件为中心研究了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的起源 , 为本文写作打下了基础。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大致以
三部著作为代表。查尔斯·沃尔夫的 《外援 : 美国在南亚的理论与实践》 (1960) 主要以援助法案为线索 , 从理论与外援实践两个角度叙
述了 1957年以前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助计划的实施情况 , 但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如何使外援分配达到最优化 , 缺少外援政治层面的分
析 ; 约翰·蒙哥马利的 《外援政治学 : 美国在东南亚的经历》 (1962) 主要从政治学角度论述美国外援目标与实施手段的关系 , 缺少政策
层面分析 , 对东南亚地区研究缺少系统性 ; 阿摩斯·乔丹的 《东南亚援助与防御》 (1962) 从军援与经援关系角度考察美国外援计划实施 ,
试图总结美国 50年代军援 , 为以后援助政策改善提供借鉴。以上专著出版较早 , 没有充分利用解密文件系统阐述美国外援政策。因此 , 以
NSC5429 /5、NSC5612 /1和 NSC6012号文件为中心 , 对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实属必要。



洲政策的制订。8月 , NSC5429 /2文件获得通过。

文件在遏制中国的大图景下 , 勾勒出西太平洋防务

协定构想及拟议中的 《东南亚条约 》的有关问题。

鼓励支持 “建立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 , 使之与

东南亚条约组织、澳新美条约组织联系起来。”不

久 , 随着美国对日本及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西太平

洋防务协定的内部分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框架被确

定下来。

美国新的东南亚政策随着东南亚条约的签订而

渐趋成熟。 1956 年 9 月 3 日 , 国安会通过了

NSC5612 /1文件 , 与日内瓦会议之前的 NSC5405

文件相比 , 它具有以下特点 : (1) 彻底否定了以

前在东南亚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政策 ; ( 2) 扩展了

对东南亚军援的范围 , 增强对东南亚军援的力度 ;

(3) 扩大了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援的目标 , 确定

了军援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原则 ; ( 4) 提出促进东

南亚多边援助及地区合作的构想 [ 4 ]。至此 , 东南

亚地区合作及军事防务构想基本确定。作为美国遏

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构想之一 , 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

美国对东南亚的援助政策。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
的援助政策

(一 ) 东南亚条约的签订与 NSC5429 /5文件

随着法国在印支军事处境急剧恶化 , 美国的介

入步步加深 , 对东南亚政策的反华色彩也与日俱

增。1954年 3月 , 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

演说时提出在东南亚采取 “联合行动 ”抵制共产

主义扩张的倡议 , 成为美国筹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

开始 [ 5 ]。9月 8日 , 条约正式缔结 , 并指定柬埔

寨、老挝和南越为条约适用区。自此 , 法国在印支

的责任由美国接管 , 东南亚被纳入美国全球冷战体

系。美国完成了亚洲大陆遏制线的重要一环 [ 6 ]。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 , 美国开始考虑对东亚的长

期政策。1954年 12月 , 国安会通过了 NSC5429 /5

文件。文件指出 , 美国在东亚的长期目标是 “保

持亚洲非共产党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 改善其政

治、经济、军事状况 ”, “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和影响 ”。据此 , 美国开始在大陆东南亚承担军事

义务 , 并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文件规定的 “行

动方针 ”为 : (1) 马尼拉条约生效后 , 要在条约

框架内以武装力量抵抗共产党对条约地区的进攻 ;

(2) 美国将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 , 加快那里的经

济发展 , 增强其政治稳定 [ 7 ]。这种服务于遏制战

略的援助政策 , 从一开始就说明美国并不重视东南

亚的经济发展 , 为以后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转向加强

军援力度、军事发展优先原则提供了可能。

1955与 1956年财政年度 , 美国向南越提供军

援分别为 21148亿美元和 1145亿美元 , 占越南防

御预算的 2 /3。军援顾问团成员也由 180人增加到

342人。美国还承担了老挝军队的全部花费 , 1955

年、1956年分别为 3500万美元和 3000 万美元。

对泰国的军援也由 1954年的 4020万美元增加到

1955年的 5750万美元 [ 8 ]。艾森豪威尔政府因此背

上了沉重的军援负担。1956年 NSC5612 /1文件问

世以后 , 该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 ) NSC5612 /1文件与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

助政策的转变

1956 年 7 月 , 行 动 协 调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NSC5405文件的进程报告。其中对东南亚形势的估

计发生重要变化。它认为共产党 “军事进攻 ”威

胁看起来已不那么紧迫 , 东南亚面临的新问题是如

何对付共产党的 “内外颠覆阴谋 ”与和平攻势 ,

并得出结论 : 当前美国的政策是加强东南亚国家的

独立与稳定 [ 9 ]。对以上形势的重估推动了美国对

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9月出台的 NSC5612 /1文件成为美国政策的最

新方针。文件基本目标为 : “防止东南亚国家进入

或经济上依赖共产党集团 ; 帮助它们发展成为稳

定、自由的代议制政府并有意愿与能力抵抗内外共

产主义进攻。”[ 10 ]与 NSC5405文件相比 , 该文件增

加了防止东南亚经济上依赖于共产党集团的内容。

文件为实现该目的确立的行动方针为 : ( 1) 帮助

东南亚国家加强独立 , 鼓励东南亚各国间的合作与

发展。只要不削弱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不违背反共的

目标 , 美国就应支持东南亚国家建立地区性组织 ,

鼓励他们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 ( 2) 为加

强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地位 , 防止它们在经

济上依附于共产党集团 , 美国要提供灵活的经援及

技术援助 [ 11 ]。上述目标表明美国将继续致力于集

体安全原则 , 以期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保护效

果。它还表明美国提供援助的原则发生了变化 , 承

认只要决定保持自身独立 , 美国就应给予相应的支

持。同时它也反映了对中立国家的新政策。军事力

量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确立下来。

NSC5612 /1文件规定美国要 “帮助自由越南建立

一个强大稳定而又符合宪法的政府 ”, 还要 “帮助

自由越南建设自己的武装与独立的后勤系统 , 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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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内部安全 , 在越盟进攻的初期进行有限的抵

抗。”在这一政策指导下 , 美国不仅为南越提供了

大部分财政来源 , 还通过军援与培训 , 使南越部队

从一群乌合之众转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 [ 12 ]。这成

为美国印支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综上所述 , NSC5612 /1文件的形成表明 , 在苏

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发起经济攻势的背景下 , 艾森豪

威尔政府提高了对东南亚防务力量的要求 , 放弃了

对中立国家敌视的政策 , 更加重视非共产党国家政

治上的独立及经济的健康发展 , 以抵挡共产党的渗

透与颠覆。与之相应的是 , 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力量

的发展优先于经济力量发展的原则被确定下来 , 反

映到援助政策上是对东南亚盟国军援优先于经援 ,

或者说将经援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保持并发展军事

力量。这种原则直至肯尼迪总统上台才出现根本性

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 , NSC5612 /1文件的出台标

志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国家长期政策的

确立。

此后出现的美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政策

NSC5809、NSC6012文件 , 都是在 NSC5612 /1文件

确立的基本框架内做出的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

经济上一直奉行保守的财政政策 , 把削减财政赤

字、维持收支平衡作为首要任务。20世纪 50年代

中期以后 , 如果按原定的对东南亚援助计划继续下

去 , 每年将耗费美国 415—618亿美元 , 其中仅维

持军援一项就要求美国每年支出 412 亿美元左

右 [ 13 ]。巨额外援开销与维持 “大平衡 ”原则的矛

盾日渐突出 , 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考虑减轻援

助负担。

1958年 4月 , 国安会颁布了 NSC5809文件。

该文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别政策上。 ( 1) 它从

地区合作角度要求老挝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广泛的关

系 , “这种合作既可以在反颠覆、经济、交通等方

面进行 , 也可以在军事领域进行。” (2) 对泰国提

供军援的目标方面除 NSC5612 /1规定的 “维护内

部安全 ”、“抵抗外部侵略 ”、“为东南亚地区的集

体防卫做出贡献 ”外 , 补充了一条 , 即 “劝说泰

国政府削减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且由非共同援助计

划支持的泰国军队 ”。补充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减轻

泰国的负担 , 让其集中精力应对社会及经济的需

要。 (3) 新获独立的马来亚在对外政策上的中立

主义意向给美国提出新问题。NSC5809文件指出 ,

除英国应对马来亚防务承担主要责任外 , 美国在必

要时应提供援助 , 以维持其稳定和独立。上述规定

表明 , 虽然美国努力促进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以维

护内部政治稳定 , 但对东南亚政策中军事力量发展

优先、军援优先的原则并未改变。

然而 , 上述政策的实施在促进美国政策目标方

面没有取得明显效果。政治上 , 虽然缅甸、柬埔寨

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友善 , 但是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

选举中 , 左翼分子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经济发展

方面 , 东南亚地区始终是阴云笼罩。此外 , 50年

代后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还出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

(1) 该地区许多国家对美国倡导的集体安全缺乏

热情。 (2) 苏联集团在东南亚的经济和心理攻势

也威胁着美国的政策。在和平共处思想的影响下 ,

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相信所谓共产党的渗透是可

以控制的 , 并且能够从共产党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

好处。何况苏联集团的援助较美国援助具有无附加

条件等优点。这使美国援助实际发挥的政治效果大

打折扣 [ 14 ]。
(三 ) NSC6012文件与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政策

的调整

20世纪 50年代末期 , 东南亚许多国家在政治

倾向上发生了某些或左或右的偏离。为了及时反映

形势的新发展 , 1960年 7月 , 艾森豪威尔总统批

准了 NSC6012文件。文件在地区政策上的变化表

现为 : (1) “目前 , 除越南和老挝以外 , 共产党发

动公开侵略或军事颠覆的可能性要小于对该地区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 ”。 (2) 由于美国放弃了向

亚洲提供大规模经援计划 , 却没改变对地区战略重

要性的评估 , 因此美国迫切希望他国在促进亚洲经

济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 “在制定对东南亚援助

计划时 , 要重视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及国际组织提供

的援助 , 并与之进行协调 ”。 (3) 要求提高美国政

策的灵活性。“如果东南亚地区任一国家不再表现

出抵抗共产党颠覆的意愿与执行维护其独立的政

策 , 就中止对其援助计划 ”。而 NSC5809文件 , 上

述政策仅是针对柬埔寨、老挝等中立国家。

NSC6012 文 件 的 国 别 政 策 变 化 表 现 为 :

(1) 由于缅甸表现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意向 , 美

国对缅甸的政策就较为宽松 , “为实现政治目的 ,

应根据缅甸要求 , 在赠与基础上提供军事培训 , 并

以低廉价格向其出售军备 ”。而 NSC5809文件只是

规定 : “在贷款或是有偿条件下向其提供军备 ”。
(2) 柬埔寨在美国决策者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

美国认为柬埔寨保持了中立地位 , 并表现出亲西方

的倾向 , 因而对柬的态度较以前温和许多。提出要

·74·

SOU THEAST AS 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7年第 1期



“理解柬埔寨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 , 关心柬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件还认识到 , 柬埔寨易于接

受苏联集团支持的原因是与其邻国的矛盾及由此产

生的不安全感。因此 , 美国应尽力帮助柬埔寨改善

与泰国和越南的关系。 (3) 这一时期老挝各派政

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 文件加大了对老挝政

策的力度 , 要求 “向老挝提供的援助应有利于促

进社会、经济进步及国家统一 , 从而坚定王国政府

亲西方的 ‘中立 π立场 ”[ 15 ]。NSC6012文件规定的

美国对大陆东南亚的政策一直被执行到肯尼迪时

代。直到印支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 美国才重新研究

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

总之 , NSC6012文件表明 ,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

任期即将结束之时 , 更加重视东南亚的政治、社会

稳定与经济发展。但美国并没有从东南亚军事力量

发展优先与军援优先的原则倒退。文件仍认为应

“继续援助该地区国家保持对外部入侵的充足打击

力量。”[ 16 ]从这个角度讲 , NSC6012文件仅仅表明

艾森豪威尔政府放弃对东南亚军援优先原则的趋

势 , 而非实际意义上的转变。

三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
援助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一 ) 与杜鲁门、肯尼迪政府在对东南亚援

助政策上的区别与联系

与杜鲁门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相比 , 艾森豪

威尔时期具有以下特点 : ( 1) 从总体上看 , 杜鲁

门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具有有限性与临时性 , 而

艾森豪威尔政府则更多地体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

自从 “丢失 ”中国后 , 美国开始考虑对东南亚的

援助政策。NSC48 /2文件规定加紧对共同防御援助

法案下 “中国一般地区 ”的 7500 万基金的使

用 [ 17 ]。1950年 3月 , 美国批准向印支和泰国提供

2500万美元军援 , 6月通过的 1950年对外经济援

助法规定了 “一般中国地区 ”的经济拨款 , 使美

国在东南亚的援助事业初具规模。此时美国对东南

亚的援助具有即时的政治性。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

发及印支形势的恶化 , 美国对东南亚援助计划得以

延续下来。至日内瓦会议前的 NSC5405文件出台 ,

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中军援优先原则得以确

立。 (2) 在军援与经援构成上 , 杜鲁门政府内部

因欧洲局与远东局的对立而对东南亚政策存在严重

分歧。欧洲与西欧司认为法国与荷兰在对欧洲的立

场上对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 , 因而不能对其殖民地

政策施加过多压力。远东司则认为 , 东南亚对美国

战略意义重大 , 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经援与军援增加

其抵抗共产党侵略与颠覆的能力。但美国重欧轻亚

原则使美国对东南亚的援助主要服务于政治与安全

目的 , 军援重于经援。1951年底一项追加的 7500

万美元从共同防御援助法案中拨出 , 《国际开发

法 》也拨出 3900万美元用于东南亚经援 [ 18 ]。于

是 , 杜鲁门政府临时性的对东南亚军援优先原则被

继承下来。NSC5405文件确立了东南亚军事发展优

先原则 , 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始终未变。
(3) 两届政府对东南亚经援的目的不同。杜鲁门

政府东南亚经援政策主要是恢复东南亚与西欧和日

本的商业关系。50年代中期 , 日本紧随西欧进入

经济高增长时期 , 美国不再把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

看作其复兴的关键 , 对东南亚经援目标转向对日本

的经济繁荣与其政治取向影响方面 , 即防止重新建

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 保持日本 “在我们的

轨道内。”[ 19 ]由此可见 , 具有有限性与应急性特征

的杜鲁门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为艾森豪威尔政府

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 其中西方殖

民势力在东南亚的撤出与遏制中国政策的长期化、

制度化是两届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区别与联系的

主要动因。

此外 ,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援助政策还对

肯尼迪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1年约翰 ·肯

尼迪总统提出了新的外援政策与外援理念 , 一改过

去对外援助中只重军援与短期应急目标的状况 , 更

多地着眼于长期的开发援助。在他的第一份咨文中

提到 “60年代外援计划的基本任务不是消极地抵

抗共产主义 , 而是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的齐头并

进”[ 20 ]。在援助类型上 , 努力实现由军援为主向经

援为主、由赠与援助向长期贷款的转换 [ 21 ]。在援

助对象上 , 主要给予共产主义国家的周边地区 , 防

止共产主义扩张 , 东亚和南亚成为美国援助重点。

具体到对东南亚政策上 , 肯尼迪政府认为 , 与东南

亚国家被侵略的可能性相比 , 因其内部虚弱而被颠

覆的可能性更大 [ 22 ]。基于以上认识 , 1962年 5月 ,

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南亚政策与行动纲要 , 取

代 NSC6012文件。它认为 , 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

目标是 “使该地区自由国家能够在自由世界的援

助下通过适合他们文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并满足

人民期望不断增长的需要。至此 , 美国对大陆东南

亚的经援与长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得以确立。

文件还规定 , “军援重点不仅在于培训及提供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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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 更应注意改善易受共产党渗透地区的生活条

件 , 使其获得更有效的反叛乱能力。”[ 23 ]由此可见 ,

肯尼迪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

NSC6012文件的基本精神 , 即充分重视东南亚政

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 经援计划以长期经济发展为

目标 ; 将军援计划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推动农村地区

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在此基础上 , 该政府完成了由

东南亚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优先原则的转变 , 过分强调军援的现象得以扭转。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NSC6012文件为肯尼迪政府

新的对大陆东南亚政策准备了基本框架。
(二 ) 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地位及其调整的

限度

作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一个分支 , 美国对大陆东

南亚政策必然会受其东亚政策的影响。艾森豪威尔

政府一直把 “遏制中国 ”及共产主义扩张作为美

国对东南亚援助政策的首要目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中国增加了对越盟的援助 , 美国也把注意力转移到

印支 , 加紧了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支援。1954年

与 1955年财政年度美国向印支提供军援分别为 10

亿和 11亿 3300万美元 [ 24 ]。日内瓦会议后 , 美国

进一步介入东南亚事务 , 把遏制侵略、集体安全、

经援与支持南越的非共产党政府作为对东南亚政策

的基石 , 开始提供大规模的援助 , 以期使其能够抵

御内外的压力 , 不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和陷入严重的

安全与政治困境。1956年美国确立了对东南亚军

事力量发展优先、军援优先的原则。虽然美国急欲

减轻对东南亚援助负担 , 转向鼓励多边援助与促进

地区合作 , 但军援优先的原则始终有效。

50年代中期以后 , 苏联加强了对不发达地区

的经援。在美国决策者看来 , 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

已经由军事进攻转向政治、经济渗透 [ 25 ]。于是 ,

美国将对苏冷战的重点调整至争夺不发达地区。

1957年 5月 24日 ,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 NSC

5707 /8文件强调在对苏斗争中要更多地利用政治

和经济手段 [ 26 ]。上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

国对转变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的探索。

简言之 , 1956年美国开始考虑增加经援的比

例 , 促进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但

最终一直到 NSC6012文件出台 , 美国对东南亚军

援优先的总原则才开始出现松动。也就是说 , 在艾

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内 , 美国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

由 “军援优先 ”向 “经援优先 ”的转变并未实现。
(三 )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政策

的影响

美国外援政策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当属韩国与台

湾 , 这种援助能够从安全、稳定类型转变为发展类

型的援助 , 但东南亚国家则不然。在美国看来 , 在

共产党侵略与内部颠覆比较紧迫的情况下 , 提供直

接军援更显重要。就人均受援量而言 , 南越当时是

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 [ 27 ]。从 1955到 1960财年 ,

在对南越援助中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援助占美援总

量的 78%。余下的 22%中 , 还有相当部分用于修

筑服务于战略目的的公路 , 支持特务、警察和官吏

系统等 [ 28 ]。同时 , 主要以消费品形式向南越提供

的经援使西贡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 但并没有改善

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美国对南

越的援助 “仿佛在沙滩上建起一座城堡 ”[ 29 ]。为

推动美国东南亚条约体系 , 美国提高了对泰国的援

助水平。到 1960年为止 , 美国向泰国提供的军援

总数达 5亿美元 [ 30 ]
, 使泰国维持了较高水平的军

队 , 泰国成为美国在大陆东南亚的坚固堡垒。

总而言之 , 1954年 5月奠边府战役后 , 东南

亚战略地位明显提高 , 对大陆东南亚援助成为美国

对外援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要美国对东南亚

军事力量发展优先或军援优先的原则不变 , 美国对

外援助的实质性削减就不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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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印尼排华因素还存在 , 一些政客和种族主
义势力还会制造排华事端

苏哈托集团统治印尼 32年 , 在与中国建交前
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行反华和排华政策 , 其负面影响
迄今依然存在 : 一些主流媒体和官员仍然用冷战时
期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的中国 , 对中国的强大怀有
戒心 , “中国威胁论 ”有一定市场 ; 旧政权议会通
过的歧视华人的政策还没有消除 , 一些官员和种族
主义势力对华人仍然抱有偏见 , 认为华人是外来

人 , 控制了当地经济 , 而且难于融入当地社会。印
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 , 印尼新政府调整了对华与华
人政策 , 主流社会对华友好和善待华人 , 但排华势
力将来可能会利用经济问题制造排华事件或社会骚
乱。亚洲金融危机给印尼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 , 失
业人数居高不下 , 贫困人口众多 , 社会贫富差距扩
大 , 一些政客和种族主义势力可能会转移视线 , 煽
动排华情绪 , 再次把矛盾引向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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