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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簡稱印尼（Indonesia），這一詞源自希臘語的「印度」

（Indus）及「島嶼」（nèsos），意思是指印度各島。荷蘭於17世紀開始

控制今日屬於印尼的大部分島嶼，二戰結束後，印尼人強烈反抗殖民統治，

武裝衝突直至1949年12月結束，荷蘭終於承認印尼的獨立。

印尼有「三多」

第一是「島嶼多」。印尼共有13,466個島，重要的經濟活動集中在爪哇、蘇門答臘、

加里萬丹及蘇拉威西四個大島。島嶼太多不但影響經濟發展，更帶來治安問題，許

多無人島成為海盜及恐怖分子匿藏的地方。

第二是「人口多」。2022年估算印尼約有2億7,733萬人，是世界上第四多人口的國家。

該國有300多個民族，其中爪哇族佔40.1%，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處於優勢，而華

人雖然只佔1.2%，卻掌握了經濟命脈並累積了大量財富，這也是印尼出現排華事件

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穆斯林多」。印尼是一個世俗國家，實行政教分離，法律上只承認伊斯蘭教、

基督新教、羅馬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其餘就是民間信仰。伊斯蘭教在11

世紀由商人傳入，令印尼成為今天世界上伊斯蘭教徒（穆斯林）最多的國家，佔全國

人口87.2%，基督新教徒則佔7%，羅馬天主教徒佔2.9%，印度教徒佔1.7%（主

要集中在峇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包括佛教和孔教）佔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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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經濟狀況

排華—印尼曾發生兩次嚴重的排華事件。第一次發生在1965-66年間，華人死傷

眾多，至今仍沒有準確數字；第二次在1998年5月發生，超過1,000多名華人被殺害。

當地華人長期被禁止使用中文名字、講華語、辦華校及華文媒體，並用「支那」一詞

代替「中華」，情況直到印尼民主化後才有改善。但印尼排華陰霾一直不散，在2017

年，雅加達省長鍾萬學尋求連任，身為華裔兼基督徒的他，被控告在競選期間褻瀆

可蘭經，結果被判刑兩年。

恐襲—印尼曾發生多次恐怖襲擊事件，造成的原因有內外兩種因素。內因是印尼

有些省分有獨立傾向，部分激進分子不惜訴諸暴力爭取訴求，例如亞齊省和巴布亞省，

前者在2005年與中央政府達成和解，在2007年獲得更大自治權，但後者仍然衝突

不斷。外因是受到「伊斯蘭國」的影響，國內的恐怖組織例如「伊斯蘭祈禱團」和「神

權游擊隊」都曾經表示效忠「伊斯蘭國」。

貪污—根據「國際透明」2021年的報告，印尼在「清廉印象指數」中，100滿分中

只取得38分，在180個國家中排第96位。印尼政府雖然設有肅貪委員會（KPK），

可是貪污集團勢力龐大，他們通過一些有關連的國會議員，以不同理由立法去限制

KPK的調查權力，嚴重影響肅貪工作。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但國內仍然要面對貧窮、失業、基礎建設不足及資源

分配不均等問題。印尼亦是世界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國，但當地的一些企業為了有更

多土地種植棕櫚樹，竟然用火燒方式清除樹木及雜草，當地稱為「燒芭」，經常引起

山火及產生大量的霧霾，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都帶來極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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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印尼國旗為紅白兩色，源自13世紀末的滿者伯夷王國的旗幟，紅色代表勇氣和正義，白色代表純潔、自由
及和平。

2 雅珍卡蒂妮（Ajeng Kartini, 1879-1904），自修研究荷蘭文學和社會科學，並發表了不少書信，後來被結
集成《從黑暗到光明︰一個爪哇公主的書信集》，成為印尼國族主義和女性意識的先驅。印尼政府將她的生

日（4月21日）列為公眾假期作紀念。
3 印尼國徽的主角是傳說中的神鷹，牠抓著的緞帶上面寫著「異中求同」；胸前的盾牌是「建國五原則」的象徵，
分別代表：信仰惟一的真神、公平和文明的人道主義、印尼的團結、內在智慧和協商共識的代表制指導民主、

所有印尼人民的社會正義。

4 印尼宣教先鋒：王載牧師（左）擔任中華國外佈道團團長，全心投入南洋宣教；翟輔民牧師（中）是加拿大人，
創辦了印尼宣道會；趙世光牧師（右）曾多次到印尼佈道，1955年與王秀南、譚文南在印尼創辦迦瑪烈大學，
但因為受到政治壓力，開辦僅一年就被逼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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