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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 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 , 商总为菲华社会与菲律宾社会

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商总成立的背景、经过以及商总服务菲华社会并积极促进

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的情况 , 藉此让我们了解商总发端与发展的历史 , 并加深我们对菲华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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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leadership of Filipino2Chinese community ,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2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 Inc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lipino2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Philippines’main stream society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54. This pa2
per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of FFCCCII’s foundation as well as its services to the Fili2
pino2Chinese community and promotions on Filipino2Chinese assimilation to the Philippines’main

stream society , so that w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 and

also deep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the Filipino2Chinese community.

菲华商联总会 , 1954 年 3 月成立于马尼拉 , 初名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 , 1962 年更名为菲华

商联总会 ,
[1 ]简称商总。作为菲华全侨最高领导机构 , 商总对战后涉及菲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华菲融合、中菲关系、华人经济及华人社会的发展等都起到了重大影响。[2 ] 近年来 , 随着华

菲融合与中菲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它在菲华社会、菲律宾主流社会乃至中菲外交中的地位也

更加引人瞩目。[3 ]本文将主要介绍商总成立的背景以及商总的功能 , 期望透过这些研究 , 不仅让

我们了解商总发端与发展的历史 , 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菲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一 　商总的成立

　　商总可谓生于忧患 , 而忧患来自内外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 外部环境即指菲律宾大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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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环境即指菲华社会自身。战后初期侨社所面临的严峻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促成了它的诞生。

(一) 外部环境

战后 , 菲律宾实现了独立 , 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 , “菲人第一”的理念风行一时 , 在经济

领域 , 各种菲化案相继出炉 , 华侨经济遭遇困境 ; 在政治上 , 菲律宾追随美国 , 对国内的共产党

或共产党嫌疑分子加以打击。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战后菲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济领域中 , 民族主义分子将华人列为首要的打击目标 , 他们以“华人控制了菲律宾的经

济”这种夸大了的论断为口实 , 积极鼓吹经济国有化 , 亦即菲化运动 , 提交国会的菲化案逐年递

增。1945 年仅有 4 件 , 1946 - 1949 第一届国会期间增至 10 件 , 到 1950 - 1953 年第二届国会期间

上升至 30 多件。[4 ]为阻止菲化提案的通过 , 马尼拉中华商会作为菲华社会的代言人积极展开活

动 , 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也参与其中 , 然而 , 结果并不如人意。[5 ]
1952 年底 , 又突发禁侨

案 , 华社更感雪上加霜。1952 年 12 月 27 日 , 菲律宾军部以抓捕“共产党及共产党嫌疑分子”为

名 , 一天之内即在全菲各地拘捕了 300 余名华侨 , 被捕华侨中不乏侨界名人 , 有些还是国民党组

织成员 , 以“共嫌”名义被捕实属无辜 , 菲军方此举使华社陷入一片惶恐之中。[6 ] 为解救禁侨 ,

马尼拉中华商会与国民党驻菲大使极力活动与疏通 , 然而进展缓慢。

(二) 内部环境

“菲化案”以及“禁侨案”使菲华社会穷于应付 , 此时菲华社会内部又矛盾重重 , 形同一盘

散沙。战后 , 由于菲律宾追随美国 , 与国民党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 在台湾国民党政府“驻菲大使

馆”与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的主导下 , 亲台势力占据优势 ,[7 ] 中间派及亲大陆的力量则受到压制

和打击 , 菲华社会内部在战时所建立起来的团结协作关系已不复存在 , 华社的整体力量无形中削

弱了。在社团内部 , 高层领导之间也存在分歧。最典型的就是马尼拉中华商会 , 亲国民党的杨启

泰因与当时的理事长施性水意见相左 , 遂脱离商会而组建华侨福利促进会 , 造成商会的分裂 , 马

尼拉中华商会实力也因此被削弱。

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是成立于 1904 年的小吕宋中华商务局 , 1927 年更名为菲律宾中华总

商会 , 1931 年改为现名 , 成立以来 , 对促进华侨经济的发展、维护华侨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 ,

尤其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抗争西文薄记案、菜市菲化案及零售商菲化案等方面成效卓著 , 因

而历来被视为菲华社会主要代言人。然而 , 到了战后 , 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地位与能力却受到了质

疑。首先 , 商会领导层实力已不及从前 , 诸如邱允衡、施光铭、李清泉等兼具声望与财力的领袖

人物寥寥无几 , 新的领导层虽热心服务侨社却实力不足 , 难以应付全局 ; 其次 , 杨启泰等人另组

华侨福利促进会 , 使马尼拉中华商会实力进一步削弱 ; 再次 , 马尼拉中华商会属地区性组织 , 按

其章程 , 只接受马尼拉地区商家作为会员 , 到战后商会会员仅包括马尼拉市的二三百家商店 , 有

鉴于此 , 华社中即有人建议马尼拉中华商会打开门户 , 广纳全菲会员 , 但遭到拒绝。因而即有人

提出 :“必须有一个总的机构之设立 , 作通盘计划。交涉不利法案 , 应付菲化浪潮 , 调查市场的

供求 , 策划投资的趋向 , 研究工商的管理 , 人力的运用 , 以及改良侨社 , 维护侨益。这些任务 ,

固非一个人 , 或一个少数人的集团所能胜任”,[8 ]主张另行组织一个全侨的最高机构取而代之。[9 ]

(三) 商联 →商大 →商总

严峻的外部及内部环境将组建一个全侨最高机构的重任提上了议事日程。在 1947、1951 及

1952 年由马尼拉中华商会主持的全菲中华商会的理事长会议上 , 均有人将此问题提出 , 希望设

立一个中华总商会 , 然而 , 均无果而终。此时 , 菲化浪潮更加汹涌 , 华侨处境也更加艰难 , 组织

一个全菲的领导中心 , 已经成了一件必须而且刻不容缓的事情。1953 年 3 月 19 日 , 百货商会的

理事长王国来在商会职员就职仪式的致词中 , 再次提出组织华社中心机构的主张。经过半年多的

努力 , 此建议得到了马尼拉及近郊等 14 个商业团体负责人的支持 , 大家同意设立“岷里拉各途

商会理事长联谊会” (简称“商联”) 以推进组织全菲最高机构。在这些主干人物的推动下 ,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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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越来越多 , 一位强有力的华社大员 ———米业商会暨糖业商会的理事长蔡文华也加入进来 , 由其

出面 , 于 1953 年 9 月 22 日召集了二十多途商会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决定邀请在华社深孚众望的

杨启泰 (华侨福利促进会主席) 、姚乃昆 (福利会兼马尼拉中华商会副理事长) 、林为白 (福利会

副主席兼马尼拉中华商会外交主任) 三人出面领导 , 以引起华社的普遍响应。三人对此重任欣然

接受 , 即于 1954 年 1 月 12 日邀集各途商会会议 , 讨论组织商联事宜。15 日 , 由 23 个途商酝酿

组织之商联宣告成立 , 此后 , 仍有各途商会不断加入。商联成立后 , 一方面 , 积极与马尼拉中华

商会协商 , 希望它以会员身份加入即将组织的最高机构 ; 另一方面则积极筹备全菲华侨各商业团

体代表大会 (亦即“商大”) , 藉此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 , 产生一个确能代表全菲每一地区、每一

途商的中华总商会。1954 年 3 月 26 日 , 第一次全菲中华商会暨各途理事长大会假座马尼拉皇后

戏院召开 , 来自全菲的 216 个商会、521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 在 29 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发表宣

言 , 宣布成立“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为全菲华商最高机构 , 以“团结全菲华侨配合中菲两国国

策 , 谋求全侨福利 , 努力发展工商业 , 增进当地繁荣 , 加强友好关系”为宗旨 , “通力合作 , 以

解决我人面临之共同问题”。[11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的成立宣告战后菲华社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 , 华社摆脱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 , 而呈现出相对团结的趋势。身为全侨最高机

构 , 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护侨的重任。

二 　商总的组织功能

　　商总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 , 奉行其宗旨不懈努力 , 在维护华社权益、推动菲华社会及菲律宾

主流社会的发展、促进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 其重要地位与贡献不仅为华

社所认可和称道 , 也为菲律宾方面所接受与赞许。

(一) 服务菲华社会

与传统华侨社团一样 , 商总将维护华社权益作为主要工作内容。作为菲华社会抗争“菲化

案”、“禁侨案”的直接产物 , 商总在其成立后的十年间 , 即着力解决这两个问题。商总成立后不

久 , 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零售商菲化法案 ,[12 ]此后 , 又有一系列菲化法案相继提出。对于汹涌而来

的菲化浪潮 , 商总竭力抗争 , 一方面诉诸法律 , 向最高法院控告菲化法案违宪 ; 另一方面 , 则通

过多管齐下的“国民外交”进行疏通。[12 ]在商总的努力下 , 一些法案未予通过 , 一些法案得以推

迟施行 , 一些苛刻的条款得以修订 , 为华社挽回了不少权益。[13 ] 在抗争菲化案的同时 , 商总也积

极通过法律及其他途径化解禁侨案 , 在商总及其他热心人士的大力营救下 , 禁侨逐步获得自由 ,

此案以 1961 年 12 月 26 日由加西亚总统签准全部释放而告结束。进入 70 年代后 , 商总又在帮助

华侨入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 , 一是帮助华侨集体入籍。二是促

使长期悬而未决的逾期游客问题得到解决。

70 年代中期以前 , 华人加入菲籍的人数很少 , 原因在于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费用高昂 ,

使得许多想入籍的华人被拒之门外。[14 ] 1975 年中菲建交前夕 , 为了避免中菲建交后华侨可能产生

的亲华倾向 , 消除华侨对中国的归属感和对菲律宾的游离心态 , 在商总的建议下 , 马科斯决定尽

快解决华侨入籍问题 , 遂相继发布了总统第 270 号令、491 号令 , 准许华侨大批入籍。条令颁布

后 , 商总专门组织宣传 , 并帮助华侨办理入籍事宜。[15 ]商总此举获得华社的普遍赞誉。

战后 , 菲律宾政府宣布实施限额移民 , 规定各国每年向菲律宾移民以 500 人为限 , 1949 年又

以防止共产党渗透为由 , 宣布将每年中国移民限额削减 90 % , 仅仅准许 50 人申请入境 , 1950 年

则完全取消。许多想从中国故乡到菲律宾与亲人团聚者 , 只得以观光或探亲为名 , 即所谓“临时

游客”的身份赴菲。1950 年以后 , 以临时游客身份来菲的中国人总计有 2700 多人 , 这些人在居

留期限到期后 , 多希望能够改变身份 , 留下与亲人共同生活 , 但遭到菲律宾政府的拒绝 , 他们不

得已只好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 , 继续在菲战战兢兢的生活 , 这就是所谓的“逾期游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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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商总成立以来 , 一直在为使这些侨胞入籍和获得好的生存条件而努力。1975 年 6 月 5 日马科

斯访华前夕 , 这 2700 人中尚存的 1787 名逾期游客终于取得合法居留权。进入 80 年代以后 , 新的

“逾期游客问题”又出现了 , 据菲政府移民局估计 , 在 5 - 30 万外国非法移民中 , 60 %为华侨 ,

仅登记在册的就达 98625 人 , 而菲华社会估计真正的逾期居留者不过 1 - 2 两万人 ,
[16 ]为了能使他

们在菲生存下去 , 商总极力与菲政府沟通 , 促使阿基诺总统于 1988 年 7 月颁布第 324 号令 , 准

许 1984 年 1 月 1 日前赴菲的非法移民申请居留权 , 然而 , 此法令仅实行了 3 个月 , 就因为国会

质疑其违宪而告停止 , 期间共有 3145 名申请者获批准为合法外侨 , 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侨。1993

年 , 董尚真就任商总理事长后 , 又将这一问题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 , 经过向菲当局和拉莫斯总统

多次请求 , 终于促使拉莫斯总统在 1995 年颁布了 7919 号令 (即《社会融合法》) , 准许 1992 年 6

月 30 日前赴菲的非法居留外侨有条件地申请居留权。然而 , 有人又节外生枝 , 在该法令中加入

要求原先按 324 号令已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人也要重新申请的条文 , 若按此执行 , 则原已入籍的

3000 多名逾期居留者将须补缴 4 亿多比索申请费用 , 为此 , 商总同仁多方奔走 , 终于使国会于

1996 年 12 月 21 日立案修改了 7919 号令 , 删除了额外附加的条文 , 明确承认了 324 号令的合法

性。由拉莫斯总统签署批准 , 商总此次护侨成功也受到了华社的一致赞赏。

除了上述维护华侨权益的努力之外 , 商总还积极致力于服务华社 , 促进华社的自我完善与发

展。商总成立后不久 , 零售商菲化案即获通过 , 华侨商业面临困境 , 为了替危机中的侨胞寻找商

机 , 商总于 1958 年 11 月下旬组团赴东南亚进行工商考察 , 谋求贸易与投资的机会 ; 与此同时 ,

商总还数度组团前往台湾作专门性考察 , 与台湾方面合作 , 提出促进菲华经济由商业向工业转型

的计划 , 具体由商总辅助实施。[17 ] 此外 , 商总还成立了“经济研究会”, 收集有关工商业、金融

业等经济资料 , 经过分析研究后向菲华工商界提出评论和预测 , 作为华商投资和经营的参考。

商总也通过参加或举办会议的机会广交朋友 , 为菲华经济的发展拓展空间。1963 年 4 月 ,

商总加入了亚洲华商国际贸易联谊会 ,
[18 ]并于 1965 年在马尼拉主办了第三届会议。此后 , 商总一

直组团参加该会举办的每一届会议以及由该会议派生的其他专业会议 , 如金融会议、药业会议、

航运业会议、观光旅游业会议等。1978 年 5 月 , 商总主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东盟工商研讨会 ,

673 名侨界精英齐聚马尼拉 , 以“东盟地区的繁荣与安定 : 商人应扮演的角色”为题 , 进行了讨

论。会议不仅增进了本区域华商的感情 , 而且为促进华商自身及居住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少建设

性意见 , 被誉为东盟华商力量的大检阅。[19 ] 进入 90 年代以后 , 商总更加经常性地组织工商考察

团 , 参加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 , 增加菲华商人与全球商人的交流和了解 , 以期引进外资、促进菲

华经济与菲律宾经济的发展。商总还长期举办免费的商业讲习会、研讨会 , 讲解政府法规 , 特别

是有关劳工、税务、海关规则以及理财方法 , 帮助菲华创业 , 并为其投资和经营提供指导意见。

为了提高华社的整体文化素质 , 1955 年初 , 商总每月从商总福利基金拨出经费 , 接办华侨

公共图书馆 , 如今 , 图书馆收集了逾 25000 册中文书籍、6000 册英文书籍 , 以及菲文、西班牙

文、法文等书籍 ; 订阅了 100 多种期刊杂志 , 还收集有多种中英文百科全书和其他参考资料。多

年来 , 该图书馆一直是华社主要的精神粮库。2000 年 , 商总又启动一项建立一个经济研究图书

馆的项目 , 以首都银行捐助的 100 万比索为启动资金 , 旨在通过电脑技术为那些有志于贸易、工

商业及其他经济问题研究的商人与专业人士提供帮助。[20 ]商总还于 1955 年 4 月起连续举办了 4 届

师资讲习班 , 又于 1963 年 5 月起与其他侨团一起连年举办文艺讲习班 , 邀请台湾文化名人讲解

美术、戏剧、诗歌、散文、小说等 , 大大提高了华侨青年学习的兴趣。1985 年 , 时任理事长庄

清泉鉴于一般华人学生中文程度急剧下降的情况 , 提议理事会设立教育专案小组 , 负责办理暑期

菲华师资讲习会 , 聘请台湾专家来菲培训师资 , 讲习会先后举办了 8 届 , 培训师资约 2000 人 ,

对于提高华社师资素质有很大帮助。[21 ]这些举措 , 均得到了华社的肯定与欢迎。

与传统华人社团一样 , 商总还为华社提供调解仲裁服务 , 诸如公司折股、业主租户纠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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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纠纷、家庭业产纠纷 , 凡此种种 , 只要诉诸商总 , 商总都会尽力排解 , 力求息事止诉 , 化干戈

为玉帛 , 增进社会融洽和睦。[22 ]

(二) 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作为菲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 商总还致力于充当华社与菲律宾主流社会之间的桥梁。通过

商总 , 菲律宾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侨情 , 在商总的帮助下 , 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得

以顺利实施 ; 对菲华社会而言 , 商总则是沟通主流社会的渠道 , 华社通过商总得以了解政府的政

策、维护自己的权益 , 在商总的引导与推动下 , 菲华融入主流社会的步伐也更加积极。

商总成立以来 , 几乎每一次代表大会都会邀请包括菲律宾总统在内的政府要员出席 , 商总各

届领导人上任都会前往拜谒总统表达效忠之意 , 平时也与菲国政要保持着经常性的密切联系。[23 ]

对菲律宾政府的各项政策 , 商总都予以支持 , 并积极倡导华社遵行。菲律宾政府对商总在发展菲

律宾经济方面的作用也相当重视。1991 年 , 阿基诺总统在出席商总第 18 次代表大会时发表的演

讲中 , 希望商总利用其海外的经济网络 , 吸引更多的海外商人到菲律宾投资 , 以促进菲律宾经济

的繁荣。[24 ] 1994 年商总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 , 拉莫斯总统盛赞“商总的一些成员亦为我国经济的

主要策动者。⋯⋯值兹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代 , 商总的确能够在使菲律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这一

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25 ]
1994 年商总首次访问大陆 , 菲律宾方面对此予以支持 , 并派出工商部

及旅游部的官员各一名加入商总考察团 , 藉以寻求与大陆方面合作的机会。[26 ]

1999 年 3 月 , 商总第 22 次代表大会召开 , 会上通过了 16 项提案 , 其中涉及华菲关系者有 6

项 , 涉及促进菲律宾农业和经济发展者有 2 项。这些提案提出要加强文宣工作 , 促进菲华两族的

互相了解 , 以加强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融合 ; 同时鼓励华裔参军、参政 , 攻读农科 , 培养各类人

才 , 并敦促菲华各团体悬挂菲律宾国旗 , 促进菲律宾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 , 这些均表明商总将立

足于菲律宾、立足于华菲融合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此次大会上 , 陈永栽当选理事长 , 他主张商

总应不囿于华社小圈子 , 应走出菲华社会 , 积极参与菲律宾主流社会 , 进一步促进华菲融合。

2001 年 , 蔡清洁当选商总第 24 届理事长 , 他提出华人应以主人而非客人的心态关注菲律宾地发

展 ,“我们在菲律宾是少数族群 , 但是应该多关注大社会的事务 , 尽到国民参与的责任。”[27 ]

除了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及辅助菲律宾政府各项政策在华社的实施以外 , 商总为达到增进

华菲友好、促进华菲融合的目的 , 还坚持不懈地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菲律宾几乎每年都有风灾

水灾发生 , 商总均积极动员华社捐钱捐物救助灾民 ; 此外 , 商总还组织有流动医疗队 , 为贫困病

患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施药服务 ; 1965 年商总组织了志愿消防队 , 至今已有遍布全菲逾 250 辆消防

车为人们提供服务。

商总在为促进华菲友好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中成就最大、最为菲律宾人所称道的是“捐助农村

校舍运动”。1960 年 , 鉴于菲国正面临严重的校荒问题 , 而以菲国当时的情况解决此问题实非易

事 ,
[28 ]商总在当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捐建农村校舍的决议案。[29 ]

1961 年 , 商总福利委

员会拟订了具体实施方案 , 捐建农村校舍运动正式启动。1961 年建成 10 座 , 1962 年建成 14 座 ,

深获当地菲人之赞许。当时的教育部长罗西斯对商总及其下属的各地商会积极推行农村校舍运动

的深表赞赏 , 曾亲临商总向各个捐建者颁发奖状 , 以示鼓励。1966 年 8 月 , 商总召开第六次代

表大会 , 马科斯总统应邀出席开幕式。在开幕式上 , 商总秘书长邓英达先生汇报了商总捐建农村

校舍的成果 , 并宣布商总在马尼拉市第四区新建马科斯校舍一座 , 献给马科斯总统作为生日礼

物。马科斯总统在了解了商总在此方面的贡献后大为赞许。此次会议上通过了“继续捐献农村校

舍运动”的议案 , 会议期间各地代表即认捐 17 座校舍。此次代表大会之后 , 商总加强推行捐建

农村校舍运动 , 获得了各地商会与侨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 , 短短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31 座。

1968 年 , 商总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 与会代表认为捐建农村校舍运动意义重大 , 决议再接再励继

续捐建 , 以期收到更大的成效。第八届福利委员会对捐建农村校舍方案 , 更作有计划的推动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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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年间完成 43 座 , 破了以往历届的捐建纪录。为进一步鼓励捐建农村校舍 , 商总还于 1970 年

10 月制定了奖励办法 : 每捐献一座农村校舍 , 可以向福利委员会申请补助 2000 比索。1974 年 2

月 12 日 , 商总常务理事会决定在 3 月 29 日商总成立 20 周年纪念时 , 举行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庆

祝活动 , 这其中即包括倡议捐献农村校舍的活动 , 参加会议的理事们当场即认捐 20 座。3 月 12

日 , 理事长蔡文华在全体理事会议上建议扩大捐献农村校舍 , 在全菲的 76 省中 , 每省建一座 ,

于 3 月 29 日将此成果呈献给马科斯总统 , 以示菲华社会全力支持建设新社会 , 提案获得一致通

过。商总的这次活动使捐建农村校舍运动又一次进入高潮。随着菲华经济实力的增长 , 进入 80

年代以后 , 捐建农村校舍的数量也增长较快 , 商总各届领导人都将捐建农村校舍运动列为支持和

帮助菲律宾繁荣富强的基础工程和突破口 , 制定了分步实施的方案 ———“旗舰方案”,[30 ] 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 , 在董尚真、杨海章、陈永栽、蔡清洁、黄呈辉等几届理事长任内 , 是实施这

一方案的高峰期 , 在此期间 , 商总捐建校舍的数目急剧增长 , 1994 —2002 年 9 年间已逾 1400 座 ,

超过过去 33 年的总和。鉴于商总在捐建农村校舍运动中的突出贡献 , 2002 年 5 月 30 日 , 参议长

德里隆与商总现任理事长黄呈辉先生签署了一项协议备忘录 , 将其名下 1 亿比索 (约 193 万美

元) 农村发展基金交与商总 , 委托商总代其在全国各地建造 285 座校舍 (570 间课室) ,[31 ] 这是自

80 年代阿基诺委托商总代建 220 座农村校舍以来 , 菲律宾官方人物第二次委托商总代建校舍 ,

此举无疑显示了菲律宾政府方面对商总捐建农村校舍运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 , 商总作为菲华社会的领导机构 , 在促进华社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发

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 21 世纪后 , 随着商总“立足菲律宾主流社会 , 积极促进华菲融

合”的策略得到进一步贯彻商总民主化进程的互动发展及其组织机构的日益完善 , 我们可以预

见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 商总仍将保持其作为菲华社会领军团体的地位 , 并且仍将在沟通华

社与菲律宾主流社会以及促进二者的发展与进一步融合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附表 　商总历年捐建农村校舍一览表

年度 捐助校舍数 年度 捐助校舍数 年度 捐助校舍数 年度 捐助校舍数

1961 11 1970 9 1979 54 1988 106

1962 14 1971 17 1980 97 1989 60

1963 4 1972 11 1981 30 1990 77

1964 2 1973 9 1982 44 1991 81

1965 3 1974 26 1983 62 1992 64

1966 5 1975 35 1984 83 1993 54

1967 6 1976 12 1985 70 1961 - 1993 合计 1289 座

1968 27 1977 10 1986 54 1994 - 2002 合计 约 1400 多座

1969 18 1978 57 1987 77 迄今共计 2700 多座

　　资料来源 : 1993 年以前数据转引自张存武、王国璋 : 菲华商联总会的功能与发展 1954 - 1998 , 汉学研究通

讯 , 2000 年第 19 卷第 2 期。该数据来源于 : 邓英达《我在商总三十年》, 1988 年 , 第 57 - 62 页 ; 《商总廿年》,

1974 年 , 第 335 - 342 页 ;《菲华商联总会红宝石禧纪念特刊》, 1994 年 , 第 341 - 517 页。其中有出入数据 (1968、

1969、1973 年) 已根据上述文献做了修改。1994 - 2002 年数据来源于《菲华商联总会》2002 年版宣传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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