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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文以荷印时期（1816-1940）巴达维亚华侨的职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

其目标是通过研究此时期巴达维亚华侨的职业结构，管窥整个荷属东印度华

侨的职业结构与形态，以更好地理解荷印华侨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本质。

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对

象，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笔者回顾和评析了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荷印

时期巴达维亚华侨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背景资料。第二章主要

分析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侨从事的具体职业类型，笔者重点分析华侨所从事

的原料生产业、商业、工业和其他职业，以期从具体职业类型上对华侨的职

业结构进行理解。第三章主要分析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的特征。

笔者认为，此时期的华侨职业结构特征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有许多相似之

处，华侨职业结构的多元化、地域性、流动性等特征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已经

开始显现，但由于大量契约华工及新客的移入，1870 年之后华侨职业结构显

示出了新的特征，即逐渐呈现出一种三层金字塔形态。此外，此时期华侨职

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女性华侨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从事各种职业

的人数不少。第四章主要分析影响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及职业选择的外部

因素以及自身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荷印殖民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及世界形势

的变化，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华侨移民追求的经济利益、自身能力以及思想观

念的影响等。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结论部分探讨华侨经济的形成过程及其

本质。笔者认为，华侨经济在本质上是东南亚各国民族经济的一部分，荷印

华侨经济也是印尼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的演变是历

史的必然，华侨经济不是“殖民经济的附庸和帮凶”，更不是“殖民经济的

残余”。

关键词：荷印；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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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e paper study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Batavian Chinese in Dutch

East Indies (1816-1940).Its’ objective is to analyze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Batavian Chinese and have a restricted view of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thu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nature of economic

strength of Chinese in Dutch East Indies.

Except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 paper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The introduction expounds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e paper,defines

relative concepts,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academic circle on the field,and

points out the goals,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rst chapter,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Chinese in Batavia,to provid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second chapter,the paper

analyzes specific occupation categories of Chinese in Batavia during the times,

which focuses on raw materials manufacturing,trading,industry and other jobs.In

order from the specific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 Batavia.The features of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 Dutch East Indies are similar with i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VOA,and

some features,like diversity, territoriality and mobility,started to appear when the

area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mpany.However,due to the immi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laborers and new comers,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after 1870s displays new features,gradually presenting a form of three-tier

pyramid.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is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women,

engaging in various jobs.In the fourth chapter,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e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 Batavia and their occupation

chooses.These factors include two parts, external reasons and personal reasons.

The external reasons mainly consists the colonial policies of the Dutch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II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situation,while the personal reasons

mainly consists the economic benefits,personal ability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discussion,in the conclusion, the paper reveals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nature of Chinese economy.It points out that,Chinese

economy is a part of Southeast Asia’s economy, and Chinese economy in Dutch

East Indies is also a part of Indonesia national economy.The evolution of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 Batavia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se Chinese is not“the dependency and accomplice of

colonial economy”,more than“the residue of colonial economy”.

Key words:Dutch East Indies;Batavia;Chinese;Occupation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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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地处亚洲东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群

岛国家，素有“千岛之国”的美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印之间的交

往源远流长，有文献记载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汉书·顺帝本

纪》记载：“（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缴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
①
，学

界一致认为叶调在今天印尼爪哇岛。这种交往更多的是海上贸易的商业交往，

为了等候季风和收购当地土特产以及售卖国内载来的商品，古代中国商人暂

居在印尼自然不可避免。到了宋元以后，由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

之路扩大，这种商业交往进一步过大，寓居在印尼以及东南亚其他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中国人的数量不断增多。总之，在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未大规模侵

入印度尼西亚之前，寓居在印尼的中国人人数已经不少，他们主要集中分布

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和爪哇岛的东部与西部，其次分散定居于加里曼丹岛

的西部和南部以及马鲁古群岛，而苏门答腊岛北部和帝汶岛等地也可能已有

一些中国人定居。
②
此时，由于巴达维亚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华侨寓居在巴

达维亚的人数并不多，1619 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之时华侨仅有 400 人，

到 1629 年才增加到 2000 人。
③

荷兰殖民者东来之后，中国与印尼的商业交往没有间断，反而呈现出上

升的趋势，因而寓居印尼的中国人人数也不断增加。对这些寓居在国外的国

人的称呼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宋代称海外中国人为“华人”、“中

国贾人”；元代称为“中国人”、“唐人”；明代史藉中常称为“中国人”、

“唐人”；进入清代后，除了某些官方文献中称他们为“游民”、“流民”、

“弃民”、“汉奸”、“内地奸民”外，一般民间著述和官书中用“唐人”、

“汉人”、“内地民人”、“中国人民”、“中华人”、“内地民”、“内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六，《帝纪》“顺帝”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58 页。

②
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年，第 61

页。
③

[英]w.j.凯特：《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王云翔、蔡寿康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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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

地之民”称呼他们。
①
清政府的一些官方文件也开始用“华侨”、“华人”、

“华民”、“华商”、“华工”来称呼这些寓居在国外的中国人。不管是称

他们为“华侨”还是“华人”，这两个称呼都着眼于“华”，而“华”的名

称一直以来是对中国的称谓，如“中华”或“华夏”，因此不管如何定义这

些寓居在国外的中国人，都与中国有重要的联系。此后，关于华侨以及华人

概念的定义，就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华侨”一词的广泛传

播，是在 1905 年以后，1910 年以后中国政府即用“华侨”一词范指国外所有

的华人。“华侨”一词用“华”字表示中华的民族属性，用“侨”字表示移

居现象，“侨”有暂时侨居在某个地方的意思，“华侨”一词的使用暗示着

所有海外中国人都是中国国民的一部分，中国与海外中国人有特殊的关系，
②

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关于海外中国人国籍问题上的争端。这种争端直到 195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

问题的条约之后才发生变化。现在，海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凡保留中国国

籍的旅外侨民称为华侨，而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原有华侨则自动丧失其中国

国籍，他们应称为华人或外籍华人或华裔。
③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荷印时期（1816

年—1930 年代）巴达维亚华侨的职业结构，从时间上看虽然此时荷印当局与

清政府及此后的民国政府都曾颁布过国籍法，试图解决这些寓居在荷印的中

国人的国籍问题，但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加之荷印当

局一直把这些人归属于东方侨民中的一部分。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出现

的“华侨”、“华人”、“唐人’、”海外中国人”等概念意思都一致，都

是指荷印时期寓居在印尼的的中国人，包括侨生和新客。因此，文中间杂使

用”华侨”、“华人”等概念，不做区别。

华侨寓居印尼势必与当地人民联系紧密，研究华侨的任何问题都无法避

免需要讨论到当地人，当地人在许多著作中被称为原住民，也有许多著作称

之为土著人或土人，不管是称为原住民还是土著人或者土人，都是指原居住

在印尼境内的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等各族人民及其后裔，不包括其他

国家或地区移居印尼并已世代繁衍，且语言与生活习俗已被同化的华侨、印

①
庄国土：《“华侨”一词名称考》，《南洋问题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②
潘翎：《海外华人百科全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 年，释义部分。

③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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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阿拉伯人和白种人后裔。本文中间杂使用原住民以及土著人称呼当地

人，以引用的材料为准，没有任何政治、文化、种族上的含义。

1816 年荷兰殖民者重新占领印尼之后，开始使用“荷属东印度”来统称

现在的印尼，因而许多著作中把“荷属东印度”简称为“荷印”，近代日本

人一直统称印尼为“兰领东印度”。而“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名称不

是自古就有的，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 1850 年，由英国学者罗干提出。将“印

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国家名最早始于 1922 年，当时由于印尼国内民族主义运

动高涨，一些在荷兰留学的印尼留学生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协会”，将他们

的祖国称为“印度尼西亚”，
①
而不称为“荷属东印度”。印尼独立后，印度

尼西亚成为该国的国名，并且延续到现在。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中出现的“印

度尼西亚”、“印尼”、“荷属东印度”、“兰领东印度”、“荷印”都是

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五者之间不做区分。

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又名椰城，是印尼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

海岸，东南亚第一大城市。巴达维亚古名巽他加拉巴，后又作“噶喇巴”或

“交留巴”等，它原是在西爪哇建立的印度化国家古图巴查查兰的两个商港

之—(另一商港为万丹)。1527 年伊斯兰教传教士法达希拉到万丹传教，在淡

目国王的支持下，先占据万丹，后攻下巽他加拉巴，并将后者改名为雅加达。

1619 年荷兰占领雅加达后把它改名为巴达维亚，
②
当地华侨以及吧城华人公堂

档案中大多简称其为“吧”或“吧国”。本文中交互使用“巴达维亚”、“吧”、

“吧城”三种概念都一致，都是指今日的雅加达。

“职业”一词不存在统一的定义，《词源》一书中对职业的定义是：原

谓官职及士、农、工、商之业也，后泛指从事的主要工作，历史上亦指分内

应作之事。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婴婴在其著作《职业结构与流动》一书中

将职业定义为：“个人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过程后获得的一种

社会位置，个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加入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并建立

相应的社会关系。”
④
本文中的“职业”就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体所从事的工作，

①
唐慧：《印尼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18 页。

②
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年，第 80-81

页。
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词源》（修订本，1-4 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378 页。
④

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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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的意思差不多。职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婴婴认

为职业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在较广义的职业定义下，可以把社会的职

业体系看作一个由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构成的系统。外部结构就是通常所说

的人口的职业构成，包括就业人口的性别分布、年龄分布、产业分布、行业

分布、所有制分布和职业分布等等。内部结构是指职业的分层特征，它由职

业的经济效益、职业的权利与自主度、职业所需要的教育或专业训练、职业

的社会声望、职业所带来的愉快感和自我实现等要素构成。
①
职业结构反映了

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上的数量与比例关系，是劳动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劳动

社会学、人口结构学等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其中，人口社会学中的人

口职业结构是指“社会中人口职业的分布状况，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有不同的

分类”。
②
它有狭义职业结构和广义职业结构之分， 狭义的职业结构是指社

会劳动力在各种职业之间分布的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广义的职业

结构除了狭义的职业结构所包含的内容外，还包括各职业中劳动者的教育构

成、产业分布、空间分布等。
③
本文研究的华侨职业结构是社会学中的概念，

主要是指狭义上的职业结构，属于职业系统的外部结构部分，主要包括了华

侨的职业类别、数量、分布状况三个指标。

二、学术史回顾

对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的研究一直是侨史学界比较热门的问

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多是研

究整个荷印华侨的职业结构或是以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为资料研究巴达维

亚华侨社会，其中涉及华侨的承包制、华侨的各种经济活动等等，这些研究

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各有一定的局限性。

1、从东南亚华侨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巴素著的《东南亚之华侨》一

书按照时间顺序对印尼华侨社会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梳理，书中对华侨职业

结构中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仔细的论述。吴凤斌主编的《东南亚华侨通史》

一书对荷印不同时期华人的人口和职业构成、经济结构等进行分析，特别是

①
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74-75 页。

②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2-244 页。

③
郭宇强：《中国职业结构变迁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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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农业、矿业、小商小贩、工人、企业家等做了具体的分析。

2、从荷属东印度华侨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温广益、蔡仁龙所著的《印

度尼西亚华侨史》一书是关于印尼华侨史的经典著作，它按时间顺序对印尼

华侨的情况进行分析，书中第十一章对华侨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进行了探讨，

对华侨的商业、农业、工业、渔业、林木业等做了详细的介绍。此外，李学

民、黄昆章的《印尼华侨史》一书也按照时间顺序对印尼华侨社会进行了概

括性研究，从通史的角度简单的介绍了印尼华侨的职业结构，但多是介绍性

的简略述及。

3、从荷印华侨经济发展角度来阐述华侨职业。如[英]W·J·凯特著、王

云翔和蔡寿康译的《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一书对荷印华侨经济地位

形成的过程、原因等等进行了探讨，并分地区的对华侨的经济活动进行评析。

而鲁葆如的著作《荷印华侨经济志》也分地区介绍了印尼华侨经济的情况，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对华侨经济力量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4、从某一具体职业来研究华侨职业结构。如[荷]包乐史著、庄国土译的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一书，它从中国和荷印的商业交往入手研究华

侨商人，对华侨商业的形成以及巴达维亚建城中华侨承包商的作用进行了探

讨。再如杨建成主编的《荷属东印度华侨商人》一书，它根据 1930 年代荷印

国势调查，从华侨商人入手对荷印华侨经济力量进行数据统计，书中把荷印

华侨的职业分为原料生产业、工业、商业、交通业、自由业、官吏、其他职

业七大类，并逐类论述，该书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5、从影响华侨职业结构的形成与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如沈燕清著的《荷

印殖民政府鸦片税收政策及其对爪哇华人社会的影响》，该书对荷印华侨的

鸦片承包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荷印当局的鸦片税收政策进行了梳理，

并对影响华侨经济活动的通行证制度、居住区制度、警察裁判制度进行了探

讨。华侨职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华侨职业的选择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从影

响华侨职业结构的形成与选择的因素角度着手，可以把华侨职业结构的形成

以及职业的选择的原因分析清楚，从而理解华侨经济力量的形成以及华侨职

业结构发展的来龙去脉。

6、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巴达维亚华侨职业。如韩振华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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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巴达维亚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温广益的《荷兰东印度

公司统治时期爪哇华侨较多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因分析》等文章。这些文章以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华侨职业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与本文研究的时段不一

致，但是可以为本文提供一些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7、一些会刊、县志、档案汇编中也有关于荷印华侨职业的记载。如何凤

娇主编的《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书就有对荷印华侨概况的介绍，其中涉

及荷印华侨的工业、渔业、商业等基本情况。而各省市编撰的《华侨志》则

分别介绍了各个地区荷印华侨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成功的华侨做了详细的

介绍。此外杨建成主编的一些资料汇编，如《三十年代兰领东印度之华侨》、

《华侨之研究》等等，其中不少内容涉及荷印华侨的职业，是研究荷印华侨

职业结构的重要补充资料。

8、以吧城华人公堂档案丛书为材料研究巴达维亚华侨。如沈燕清的《19

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研究—以《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及《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华侨包税制关系探析—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

蒲晶和甘奇合著的《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

察》、刘永连的《从《公案簿》新客资料看中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技术交流》

以及聂德宁的《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人的主要节庆——以吧城华人公馆(吧国

公堂)档案资料为中心》等文，它们都以吧城华人公堂档案丛书为资料，对

18-19 世纪巴达维亚华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较为完整地再现了巴达维亚

华侨社会的历史风貌，不少文章都涉及吧城华人的职业，对本文的写作具有

极大的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如《公案簿》（1-13 辑）

以及《户口簿》、《新客簿》等，这些档案丛书是记载 1787—1940 年近一个

半世纪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是学术界在研

究东南亚地区历史(尤其是华侨华人历史)时，反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从弱

势群体华人的角度勾勒历史真相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公案簿》是“吧国

公堂”档案中份量最大、记述最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档案。
①
《公案簿》有

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涉及当时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的记载，是研究巴达维亚华侨

①
陈勤：《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状况—以吧国公堂档案《公案簿》第 1 至 5 辑

经济案件为析例》，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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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户口簿》共有 16 本，其主要

内容是记录巴达维亚华人社区的户口情况，它涉及家庭成员(包括佣人)的人

数及年龄，有时也记录妻妾的民族成分，部分户口登记簿也登记了户主的职

业。而《新客簿》共有四本，其主要内容包括新客的姓名、年龄、来吧的时

间、所搭乘的船舶、来自何处、到巴达维亚以后的住址、职业及当日值班的

公勃低姓名等。
①
《户口簿》和《新客簿》是研究此时期巴达维亚华侨经济活

动以及职业结构的非常难得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多是涉及荷印时期荷印华侨的职业，对巴达维亚华

侨的职业涉及的内容较少，更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荷印时期，巴达维亚是

荷兰殖民统治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华侨的主要聚居地，因此，巴达维

亚华侨职业结构在整个荷印华侨职业结构中具有代表性。但华侨社会是荷印

社会的一个部分，荷印华侨的职业结构与巴达维亚华侨的职业结构是一种整

体与部分的关系。分析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的同时，不能脱离荷印华侨的

职业结构这个大背景，只有在充分了解荷印华侨的职业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更

好的理解巴达维亚华侨的职业结构；同时通过对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的探

析可以帮助我们管窥整个荷印华侨的职业结构，这种双向的关系正是指导本

文写作的中心思想，也是本文写作的意义之一。因此上述研究对本文具有很

高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荷兰殖民者东来以后，把巴达维亚作为殖民统治的大本营。1602 年“荷

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公司统治的将近 200 年的时间内，巴达维亚华侨人

口迅速增加，经济力量逐渐强大，巴达维亚华侨职业结构也更加多元化，华

侨在巴达维亚乃至荷属东印度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799 年公司倒

闭后，经过短暂的英法统治之后，荷属东印度进入了荷印时期，但是巴达维

亚作为荷印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本文选取荷印时期巴达维

亚华侨职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把时间上限定位 1816 年，主要是因为经过短

①
沈燕清：《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之《户口簿》与《新客簿》述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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