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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缅甸独立后, 在缅人化、国有化政策的压力下, 大量华侨商业资本转而投资工业, 在

缅甸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提高了缅甸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能力, 增强了缅甸经济的自主

强度 , 推动了缅甸产业结构的转变。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 得益于缅华社会较大

的流动性, 华侨没有土地、农业、人身的束缚, 以及华侨经济作为移民经济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华侨具

有较强的现代性。此外, 这一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缅甸政府鼓励华商投资工业的政策、中

国政府对华侨由商转工的支持, 则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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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nationalization, many Burmese overseas Chinese began to switch

their capital from commerce to industry after Myanmarps independe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It improved the capacity of capital formation, increased sel-f rel-i

ance of Burmese economy and promoted the change of Burmese industrial structure. Overseas

Chineseps important role in Burmese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obilit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Myanmar since they were not bound by agriculture and earth, their sensitivity to the mar-

ket as emigrant economy and their modernity. Other positive conditions contributed to this, such as

favorable polit ical and economical situat ion, the Burmese governmentps policy encouraging immigra-

nts to venture into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ps support to overseas Chinese.

缅甸自1948年 1月 4日独立后, 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做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其中华

侨的贡献不可忽视。同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侨或缅甸的印侨相比, 缅甸华侨人数少, 经济实力薄

弱。据统计, 1953年缅甸华侨共有 35万, 占缅甸人口的 119% ,
[ 1]
而同期印侨的人口约有 108万

人。
[ 2]
但是, 缅甸经济学家吴敏素称 /战后缅甸工业发展是由华侨完成的0。[3]

缅甸华侨这样一个

势单力薄的族群究竟是如何在战后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又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些作用?

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可以先看看缅甸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和困难, 透过这些阻碍缅甸工业化

的因素, 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视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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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华侨由商转工的意义

  工业化是近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二战后, 工业化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所

追求的目标。缅甸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 经济上仍处于殖民地经济结构下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为

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缅甸也走上建设独立民族经济的工业化道路。

保持一定规模的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是实现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前提。资本

积累不足是缅甸独立后工业化的瓶颈。虽然英殖民者统治缅甸一百多年, 但 /它们不会提供资源

也不会调兵遣将去监督殖民地社会从农耕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变。0 [ 4]
缅甸宣布独立后,

还未及恢复反法西斯战争的创伤, 就开始了的内战。1948年 3月 28日, 缅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

组织, 缅共随即转入地下, 开始了反政府武装斗争。克伦、掸、若开、佤、克钦、孟拉、勃欧、

拉祜、克耶等少数民族也相继揭竿而起。内战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 大约 1P3的国家预算用于
国防。

[ 5]
1952- 1959年, 缅甸政府对工业的投资平均只占国家资本支出的 81375%。

[ 6]
缅甸独立后,

金融银行业也不能有效地发挥融资的作用。外汇储备还掌握在英格兰银行手中, 联邦银行与国家

商业银行受英美顾问的影响。外商银行特别是英商和印、巴银行还占据着相当广泛的金融阵地。

此外, 游资问题也是缅甸的一个重要问题。缅甸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后, 一些被国有化的行业的

资金变成游资。这些游资有的转为金银珠宝储藏起来, 有的从事黑市投机, 有的成为高利贷资

本。缅甸政府虽严厉追查游资, 一再号召游资投资于正常生产贸易, 但效果很差。
[7]

表一  1953 年缅甸企业数量及归属情况 ( 252 个城镇)

企业主国籍

企业数目 独资

企业

合资

企业

企业

总数

比例

( % )

缅甸 30125 793 30918 9314%

印度 614

巴基斯坦 303

中国 909

220 2046 612%

缅外合营 153 153 014%

总计 31951 1166 33117 100%

  资料来源: Table Ú Û / citizenship ownership by major

industry groups0 in First Stage Census, 1953VoL Ò , Ra-

goon: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Union of Burma, 1958, p. 103.

  自由同盟执政时期, ¹ 缅甸政府对战前控制

着缅甸经济的英印大企业、大工业和大商业实行

国有化。华侨经营的主要是中小型工商企业, 因

此国有化对其影响不大, 只是在部分行业受到冲

击。1951 年华侨金融业在缅结束, 1953 - 1956

年, 华侨经营的酒廊、当店和宰猪场先后被收归

国有。但是, 缅甸政府这期间实行的商贸缅人优

先政策、进出口贸易配额制度, 对华侨商业影响

较大。华侨资本在商贸领域逐渐受到打击和排

斥。从商业中被排挤出来的华侨资本和那些被国

有化行业的华侨闲散资金, 借着缅甸民族工业化

的东风及时由商转工, 在缅甸工业化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战前仰光华侨的工业企业只有 6家, 总资本额为 600万缅元, 到 1958年已经发展

到445家, 总资本额为 9, 602万缅元。
[ 8]
据缅甸工人党 1955年和 1957年的估计, 缅甸全部资本

主义企业的投资为 24- 25亿缅元。英国、印度资本共计 4146亿缅元,
[ 9]
而同期仅仰光市华商资

本就达310611亿缅元, 其中工业资本为 9, 612万缅元, 占 3114%。
[ 10]

1958年 1月 20日, 缅甸华

商商会副主席徐四民在华商商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指出: /据不完全统计, 1956年到 1958

年华侨投资工业金额达缅币 5, 000万元。0 [ 11]
到 60年代初奈温政府实行国有化前, 缅甸华侨工业

企业已达 1, 091家, 投资额为 227, 955千缅元。
[ 12]

  而殖民时期经济实力雄厚的英印资本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则不愿投资缅甸的工业。据

1953年缅甸当局对 252个城镇的调查, 华侨独资企业的数目已超过印度人。(见表一)

这样, 在外资不愿投资缅甸工业, 当地工业化资本又严重缺乏的情况下, 华侨商业资本不余

遗力、及时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可贵。被国有化和被排斥的华侨商业资本,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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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自缅甸独立至 1962 年, 一直由 /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0 独掌政权 ( 1958- 1960年曾由军人组成看守内阁)。



有用于房地产、珠宝黄金等非生产性投资, 而直接转化为工业投资, 提高了缅甸工业化过程中的

资本形成能力, 加速了资本形成, 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最终推动了缅甸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工

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  华侨工业的重要性

  1824年, 缅甸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就成为英国的原料输出地和工业品倾销场所。单

一农作物种植制、现代工业落后是缅甸殖民地经济结构的特征。缅甸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约

7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
[13]

1946~ 1948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平均占 4813%。
[ 14]
缅甸民族工业

中, 农林产品加工工业占统治地位。据 1940年统计, 在 1, 027家工厂中, 碾米、锯木、轧棉、

榨油、制糖、橡胶等工厂达 879家, 占 85%以上。其中仅碾米厂、锯木厂就占到企业总数的 3P5,

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59%。
[ 15]
此外, 缅甸没有钢铁工业, 机械工业主要是一些修理厂。缅甸独

立后, 缅甸政府为了改变这种殖民地经济结构, 开始发展国内进口替代工业, 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在这个过程中, 私人工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0年, 缅甸私人所有的工厂有1027个, 到 1957年已经发展到 2359个, 数量比战前增加了

1倍多。
[ 16]
自由同盟执政期间, 据调查, 在 46个行业中, 有 28个行业全部为私人控制。在 4317

家工厂中私人工厂占 4076家 (占94% ) , 其中香烟、针织、肥皂、糖果等私人工业垄断了全国市

场, 碾米厂垄断了全国生产。
[ 17]
工业生产的发展表现在某些工业产品已经能够自给, 如香烟、肥

皂、火柴、针织等。这可以从缅甸独立后的进口结构变化情况得到证明, 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量占

国内总供给量的比重大大下降。例如, 1953~ 1958 年纺织品进口额依次为 178、124、119、184、

105、70、34百万缅元, 1958年比 1953 年下降了 8019%。
[ 18]
缅甸独立前每年进口内衣 23万打,

1956~ 1957年只进口 561打。
[ 19]
因此, 私人企业在缅甸独立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它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逐步多样化, 加强了缅甸经济自主的强度。

  在上述改变缅甸产业结构的过程中, 正是华侨工业资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估计, 到

1962年 9月华侨所经营的工业占缅甸私营工业的 75%。
[ 20]
自由同盟执政时期, 香烟、针织、肥

皂、糖果等私人工业垄断了全国市场, 而这些新兴工业又为华侨所垄断。如表二所示。此外, 华

侨在资本上占优势的行业还有饼干、罐头、塑料、制帽、针织。
[ 21]
所以, 说 /战后缅甸工业发展

是由华侨完成的0, 当非称誉之词。

  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工业化, 而工业化的核心是结构质变。作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

单纯的经济增长, 简单的量的扩张。如果经济结构不发生持续变革, 经济只在传统结构上实现数

量增长, 结果只能是传统经济的简单重复和放大, 不能根本改变落后经济的历史特征。缅甸独立

后, 华侨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增强了缅甸经济自主性、提高了资本积累

率, 更重要的是华侨经济结构和华侨资本属性发生了变化。从这一点说, 意义更为深远。

表二  自由同盟时期部分占优势的华侨工业

项目
数量

糖果 香烟 化妆品 粉条 帆布 肥皂 皮革 橡胶 电池

华侨工厂 58 4 30 17 3 91 7 10 6

缅甸私人工厂 100 6 31 29 7 200 9 10 6

  资料来源: 缅甸私人工厂数字来源于史晋五: 5缅甸经济基本情况6,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 第 85

- 87 页。华侨橡胶、电池工厂数字来源于林锡星: 5中缅友好关系研究6, 第 134 页。其余数字均来源于 5缅甸

华侨志6 第 157- 160 页。

就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体结构, 产业结构对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必然同

时也是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华侨和缅甸就业结构变化的考察, 来说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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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华侨与缅甸人就业结构对比情况

产业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华侨

缅甸

人

1931 2014% 1912% 6014%

50年代后期 915% 40% 5015%

1931 6718% 1214% 1918%

1954 6310% 1111% 2519%

  资料来源 : 1931 年数据根据 Fenichel, W. G. Huff,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Burm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ntreal, Mcgil University ,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7,

p. 48. &, p. 50. 计算而成。缅甸人 1954 年就业数据

根据史晋五: 5缅甸经济基本情况6 , 第 286~ 289 页相关

数据计算而成。华侨 50年代后期就业数据来源于吴元黎

等: 5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6 , 厦门: 厦门大

学出版社, 1989年, 第 132~ 133 页。其中吴元黎原文给

出的 915%数据是指除从事商业、制造业以外的其它行业

的数据, 在此我们用它作为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 所以

第一产业数据实际要比这一数字低。

经济结构变化对当地民族经济结构质态变化的

作用。1931年和 1954年华侨与缅甸人就业结

构情况如表三所示。

将表三中数据代入结构变化值公式:

K = E | qij - qio |

公式中, K 为结构变化值, 表示一定时期结构

变化程度, qij为报告期成比, qio为基期构成

比。
[ 22]
计算结果是, 1931~ 1954年缅甸人K 值

为1212, 华侨K 值为 4116。在 1931年后的 23

年间, 华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变化速度是当地

民族经济的就业结构变化速度的 3倍多。华侨

经济作为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 其经济结

构的快速演变, 特别是华侨 50年代后期从事

第二产业的人数比 1931年增加了 2018个百分

点, 这对于推动缅甸国民经济结构的演变, 提

高产业结构高度, 是重要的动力源。

三  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有所作为的主观因素

  缅甸华侨人数少, 经济力量薄弱, 而且在东南亚国家中, 缅甸是唯一一个华侨实力逊色于

印度侨民的国家。独立前, 华侨在缅甸经济生活中只是三流角色, 但是华侨在缅甸独立后的工业

化中却后来居上, 发挥了比原住民和印度侨民还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华侨由商转工的内在优

势和当时客观环境两个方面, 来分析他们能在缅甸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从华侨投资工业的主观方面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点有利因素:

凯文#休伊森在论及泰国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的优势时, 指出泰国华人没有参与农业, /显示了

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泰族人那样囿于农村家庭和农场的束缚, 而是投身于正在形成的现代城市经

济, 这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从事利润较高的经济领域。与泰族人相比, 华人从事劳工与商业性质的

职业更为自由。0 他们成功地利用了随着资本主义在城镇的发展而出现的商机。[ 23]
亨廷顿在分析

近代英国工业领先的条件时, 指出其中一点就在于英国社会流动性大, 而欧洲大陆许多地区的农

民仍隶属于形形色色的农奴制度。大部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 弃农经商是不自由的。所以, 在英

国出身寒微而思想开明又有企业精神的人, 发挥能力的范围就大得多。
[ 24]

  缅甸华侨的情况也是如此。缅甸独立前, 缅华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商业社会, 华侨从事农业生

产的人极少。据统计, 1931年缅甸华侨只有 614%的人从事农林业,
[25]

41%的人从事商业。
[ 26]
独立

后, 缅甸宪法第 220条更是明文规定, 联邦公民以外任何人禁止开发利用耕地。
[ 27]
因此, 缅甸华

侨没有农业、土地的束缚, 没有人身限制, 缅华社会的流动性比较大。这为华侨自由选择职业,

能够及时把握缅甸独立后出现的商机奠定了基础。战后大批印度商人从缅甸撤退、缅甸国内大力

发展工业就为缅甸华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机, 此其一。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 移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华侨移居缅甸历史虽然久远, 但在

1800年以前, 缅甸华侨人数很少。1861年, 缅甸华侨共有一万余人, 占缅甸总人口的 0154%。
[ 28]

1888年, 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后, 英国殖民者为了开发缅甸, 大量招徕华工, 华侨遂大量

涌入缅甸。1911年缅甸中国人为 12 万 2 千人, 1921 年为 14万 9千人, 1931年达到 19万 4千

人。
[ 29]
因此, 殖民时期华侨才在缅甸形成一定规模, 他们正是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而动的。

63



  在近代, 移民通常都对世界经济做出迅速的反应。在殖民地中, 有移民的国家、地区对世界

经济的反应没有比移民的国家、地区更快。在美洲和大洋洲, 迅速把经济纳入了世界市场轨道

的, 是欧洲移民而不是土著印第安人。在东南亚各国居民中, 华侨比土著居民更快地适应了世界

经济。
[ 30]
移民之所以能对世界经济做出迅速的反应, 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和世界市场联系紧密。

正如藏居良造所论, /华侨在殖民地时代的作用, 在于沟通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欧主权国家与被统

治的原住民之间的联系。西欧殖民国家寻求殖民地目的是为了掠取亚洲各地的资源, 但是, 先进

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却很难和尚未摆脱原始社会状态的殖民地经济直接结合起来, 因此, 他们便利

用了华侨作为这两者的粘接剂, 并视之为宝贝。0[ 31]
作为中介商的华侨, 他们对国际市场信息的

掌握、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敏感度远非大多数从事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东南亚原住民所企及。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战后缅甸华侨经济发展的情况, 反映着当时缅甸商品经济、城市化的进

程。有学者就曾指出, /一个缅甸村如果有华侨商店的出现, 往往是即将发展为市镇的标志。0 [ 32]

缅甸独立后, 华侨及时由商转工, 与华侨这种对市场的敏感把握不无关系, 此其二。

  工业化只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之一, 而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因素。

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 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

件。/一个国家, 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 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 它

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 0

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 33]
这种人的现代性是指人摆脱传统而具有的现代精神状态。有

学者将这种精神状态归纳为, 乐于接受新鲜事务、接受社会改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和头脑开放等

十二个方面。
[ 34]
在人的现代性方面, 华侨要强于缅甸原住民。现代化理论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认为, 常与工厂、学校、合作社、大众媒介、城市和大市场接触的人, 会使他们比其同胞更加现

代化。
[ 35]

1931年, 7119%的缅甸人从事农业生产,
[ 36]
而缅甸华侨只有 614%的人进行农业生产,

41%是商人。华侨连接国际市场和当地市场的中介商的身份, 无疑会促进他们的现代化。

缅甸华侨的城市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原住民。 /如果一个民族成为 -十分都市化的. 民族, 那

么就可以发现, 其中至少有 50%的公民是 -城市居民. 0。[ 37]
据统计, 1931年华侨有 37%居住在

缅甸各城市, 其中 2012%的华侨居住在大城市, 17%居住在其它城市。
[38]
缅甸独立后, 华侨更为

集中地聚居在缅甸各大工商业中心。1953年, 华侨城市人口达 174968人,
[ 39]
占华侨总人口 35万

的50%。再加上缅甸内战的爆发, 更是促使大批华侨迁入城市。华侨高度的城市化会让他们进

一步接近大众传媒、接收各方面的信息和动态, 令华侨在心理、价值观和行为上由较传统的一端

转变到较现代化的一端。英克尔斯认为 /乐于采用新经验, 欢迎革新和变迁0 是构成现代人定义
的首要成份。

[ 40]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华侨为何会敢于投身凶吉未卜的缅甸工业发展了, 这实际上

是华侨具有较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

  缅甸虽然在 1948年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原住民掌握了政权, 但长期以来缅甸原住民囿于

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 70%以上的人居住在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 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又为印

度人和华侨所垄断, 所以缅甸独立后原住民的现代性仍很低, 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

识之中, 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这在缅甸政府和商人对待投资工业问题上表现非常明显。自由

同盟执政期间, 缅甸当局实行商贸缅人优先政策、进出口贸易配额制度, 排斥外侨商业资本。政

府一再鼓励华侨投资工业, 让出商业阵地, 由缺少资本、没有工业管理经验的缅甸人去经营。这

表明执政者对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把握不准, 对工业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地位缺乏

战略性的认识。而缅甸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垄断了国内进出口贸易, 利润较高。相比较之下, 投

资工业需要资本多, 运转周期长。所以缅甸商人对投资工业既缺乏信心, 又无热情。缅甸人真正

投资工业的人很少, 而且主要是殖民时期的工业家和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些军政人员。缅甸政府和

原住民对发展工业的态度和做法恰好给华侨在工业领域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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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华侨工业发展的客观环境

  从华侨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来说, 促使他们能够在缅甸工业化中有所作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11印侨为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施展手脚释放了空间。
缅甸印侨经济也是移民经济, 他们的经济实力以及和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程度都远远高于华

侨, 现代性也高于原住民。但印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作用却没有华侨重要, 这是由印度移民的性

质和他们在缅甸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华侨移居东南亚是和平移民, /他们不是有组织地南来的,

因而也没有武力掠取领地的行为。他们之所以要移居海外乃是出自经济的原因, 而不是为了政治

上的考虑。0 [ 41]
殖民时期, 华侨只是处于三流的中介商经济地位, 经济实力难望英印殖民者之项

背。缅甸独立后, 民族主义高涨, 其锋芒直指过去垄断缅甸经济的英印资本家。华侨由于既得利

益少, 承受的民族主义压力小, 因而在政策可能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顾虑也就相对比他们少。

  印度人则是以英国殖民者附庸的身份进入缅甸的。缅甸自 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到

1937年印缅分治前, 一直是印度的一个省, 印度人跟随英国人大量进入缅甸。1931年缅甸的印

度人达到 101万 8千人, 是中国人的 5倍,
[ 42
他们在缅甸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人。1936 年印度

地主占有缅甸全部可耕地的 3818%, 二战前夕下缅甸主要产米区的土地, 至少有 75%是掌握在

印度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中。
[ 43]
正因如此, 独立后缅甸民族主义的锋芒首先指向英印势力。缅甸

当局不但禁止战时离缅回国的约 40万印度人重返缅甸,
[ 44]
而且还有很多印度人被放逐出境。相

反, 战时华侨回国的只有约 2万人, 战后不仅大部分都复员返缅, 而且还有一些新客来缅。1948

年缅甸颁布土地国有化法令, 印度地主的 230万英亩土地被国有化。印度人受缅化政策的排挤和

打击而释放出的一些经济活动空间, 为华侨所填补。如华侨当时就接替了许多印度人原有的零售

商业阵地。
[45]
因此, 华商在战后最初几年扩大了在缅甸国内贸易的势力, 到 50 年代初期, 他们

已经占据了缅甸国内贸易的 1P3左右。[ 46]

  印度人口、经济实力的大幅衰落为华侨经济的发展减少了竞争力。这一后果的更重要之处在

于, 受到重创的印侨经济虽然实力依然强大, 但他们承受了比华侨大得多的缅甸民族主义的压

力, 这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冒险投资新兴的工业领域。所以, 50年代中后期华侨由商转工取得发

展时, 印度人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 47]

21华侨投资工业拥有较好的政策环境。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期间, 缅甸的民族主义虽开始抬头, 但表现较为温和。独立后, 缅甸

政府为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 一些英、印大企业公司相继被收归国有。而华侨经济因在缅甸经济

中根本不占主导地位, 所以缅甸当局制定的国有化政策、商贸缅人优先政策对华侨经济虽有一定

的冲击, 但总的来说对华侨华人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 缅甸政府积极鼓励、支持华侨等外侨投资工业。1957年 1月, 缅甸第二副总理

兼经济部长吴叫迎在全缅工业总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称, 政府决定扶助缅甸工业家建立工厂, 欢

迎在缅甸的外国资本家投资建设工业。外国资本家投资工业是会受到一定照顾的。
[ 48]

1959年, 缅

甸联邦政府经济政策座谈会上, 陆军总司令旺枝准将表示 /政府将致力扶助工业家, , ,现在对

工业家来说是个良好时期, 希望大家努力发展工业。只要不把资金汇往所在国的外侨, 我们将给

予民族工业家的平等待遇。0 [ 49]
1962年初, 缅甸联邦贸易发展部长宇敦接见华商商会会长徐四民,

希望入口商能够转行搞工业, 如有困难的话, 政府将尽力予以协助。
[50]

  因而, 华侨在工业领域拥有的发展空间, 是与自由同盟政府确立的经济政策和对外侨较为宽

容的态度分不开的。缅甸独立后, 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 也扶持私人资本发展, 注意利用

外资。1958年, 缅甸经济部长就指出, / 一些自己不能建立的工厂, 必须欢迎外国人来缅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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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这总比没有好。0 外资在缅甸投建工业, 总比将资本汇寄外国好得多。
[ 51]
这种政策是华侨在

缅甸工业化中能有所作为的前提之一。

  自由同盟政府对待外侨的政策与同时期其它东南亚国家相比, 是比较合理、宽容的。根据缅

甸 /联邦宪法0 和 /国籍法0 的规定, 具有缅人血统的华侨、华裔可以当然地获取缅甸公民权。

纯中国血统的华侨必须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侨, 而且父母已经入籍, 或在英属领地出生, 并在

缅甸有 8年以上居住历史的人才可入籍。
[ 52]
这些规定, 对华侨来说实际上并不苛刻。因为从 1931

年的缅甸人口调查来看, 在缅甸境内出生的华侨人数已占华侨总数的 56% , 193600名华侨中在

缅甸出生的华侨有 103, 500人, 在中国出生的有 89, 600人, 在其他地区出生的为 500人。
[ 54]
所

以, 缅化政策虽然给华侨经济造成一定冲击, 但也给他们留有后路。1959年, 缅甸国防军副总

参谋长、陆军总司令旺季准将就表示, 那些不愿回国的外侨, 虽然不是完全缅化, 只要他们是缅

籍, 我们需要持宽大态度。随时注意缅甸经济发展, 全心全意放在缅甸的外侨, 我们接受他们作

为缅甸民族, 我们也将以缅甸民族相待。
[ 54]

31 1948~ 1962年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华侨投资工业创造了机会。

缅甸是一个农业国, 农业一直在缅甸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工业发展非常落后, 工业起点

低, 还处在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业过渡阶段。史晋五先生曾总结缅甸工业有六大弱点, 即规模

小、历史短、资本不集中、有限的几项轻工业占多数、资本有机构成低、工业中的近代信贷关系

不发达。
[ 55]
这就使华侨具备了向工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1948年 1月 4 日, 缅甸独立, 3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缅共、克伦族、掸族等不同民

族、不同派别的反政府武装相继揭竿而起。虽然 1951年大规模的内战被平息, 但自由同盟执政

期间反政府武装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因此卢西恩称 /缅甸独立以来经历的叛乱比任何一个东南亚

国家都多, 叛乱者代表如此多的事业与意识形态, 以致于缅甸经常被称为是经受着 -多姿多彩.

叛乱的国家。0[ 56]
持续不断的内战严重破坏了缅甸的投资环境, 缅甸 40%的国土被叛乱者占领,

这使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无法为了全国的整体利益被开发。
[ 57]
反政府军还经常破坏交通线来打击

政府军。据统计, 1950- 1951铁路交通被破坏达 542次, 其后虽逐年有所减少, 但直到 1954年

遭破坏的仍有 288次。
[ 58]
缅甸国内这种安全状况无疑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大障碍。

  缅甸独立后虽然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 由反法西斯同盟独掌政权, 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政党, 而是一个由多个党派、团体和个人组成的联盟。自由同盟复杂的联合, 经常导致内部

政见不一, 政局动荡。1958年, 自由同盟分裂为 /巩固0 和 /廉洁0 两派,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

动荡和政治混乱。再加上缅甸独立后, 民族主义高涨, 一些外国大公司、企业被收归国有, 外国

投资者更是顾虑重重。所以自由同盟时期外资对在缅甸投资缺乏热情, /面对缅甸国内动荡不安

的局势、难以预料的进出口限制、交通限制、国有化的危险、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过去大量投

资缅甸的英、印企业不愿再冒险投资。如曾垄断缅甸钢铁业的英国兄弟钢铁公司, 独立后就将它

的经营生产大部分转移到非洲。而投资工业的主角逐渐由实力并不雄厚的华侨来充当。0 [ 59]

41中国政府支持华侨由商转工。
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 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华侨必须做出因应, 或离开居住国或扎根当

地。华侨定居缅甸的历史悠久, 1931年出生于缅甸境内的华侨人数已超过来自中国的人数, 每

一百个华侨中出生于缅甸的就有 56人。
[ 60]
显然 /落地生根0 是华侨的现实抉择。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政府也十分关心缅甸华侨的发展和命运。1956 年、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单独接见缅甸

侨领徐四民, 就缅甸华侨由商转工和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下去的问题进行商谈。

  1956年, 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劝说华侨, 要在缅甸长久居留, 总要作长远的打算, 并指出从

事商业有时候是不稳定的, 而投资工业是有长远前途的。/工业的利润当然来的慢一些, 可是稳

一些, 真正的企业家在这方面钻, 把自己的游资投资到缅甸和缅甸人友好合作, 或者获得缅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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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批准, 来经营工业、手工业, 这对自己事业可有一个长期打算, 对缅甸国家的建设我们就能

够尽一分力量。0 [ 61]
周恩来的讲话在缅华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1958年, 缅甸侨领徐四民在华

商商会周年大会上, 再次重申了 1956年周恩来访缅时指示侨胞应尽力参加缅甸工业经济建设的

意义。/吾侨从事发展缅甸工业, 不但对缅甸国家人民有利, 对自己的前途亦是有利的。0 [ 62]

  我们不否认, 华侨由商转工有在商贸领域受到排斥, 被迫投资工业的性质。但是, 我们也不

应忽视华侨能够将手中大量的游资, 投资于缅甸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英印资本家不愿触及的领

域, 没有勇气和信心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的支持无疑坚定了他们投资工业的信念, 为

华侨的选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结语

  恩格斯认为, 推动历史发展的 /力量0 是由多种历史力量整合出来的 /合力0, 促使华侨在

缅甸工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这种 /合力0。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看到将华侨推向缅甸工

业化前台, 有多种变量在起作用。如右图所示:

工

业

华

侨

商

业

推力

拉力

缅甸工业落后, 市场广阔

英、印及原住民对工业的冷漠

中国政府支持

缅甸政府鼓励

商贸缅人优先
  缅甸独立后, 民族主义的高涨使得原住民

要求掌握缅甸经济, 商贸缅人优先的政策就是

这种诉求的反映。华侨在缅甸商业领域拥有的

一席之地与原住民的这种要求产生了矛盾。在

缅化政策的压力下华侨只能让位于掌握政权的

原住民, 这就形成了华侨由商转工的推力因

素。而缅甸工业落后, 投资市场广阔, 缅甸政府允许、鼓励华侨投资工业, 向华侨展示了发展工

业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又对此极力支持, 则进一步指明、坚定了华侨的选择。这期间, 殖民者、

印度人和原住民游离于缅甸工业发展之外, 为华侨在工业化中有所作为提供了空间。这些就形成

了华侨投资工业并取得较大成绩的拉力因素。这两大作用力就是缅甸华侨这样一个人单势微的族

群, 却能在缅甸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逻辑所在。

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有关缅甸华侨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选

取缅甸这样一个被 /冷落0 的国家的华侨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不仅是要说明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

的地位和作用, 也试图藉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实际上, 华侨在缅甸工业化中的先锋作用在东

南亚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在战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中, 华侨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居

住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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