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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菲律宾外交转向

文∣本刊记者 雷墨

杜特尔特在对美关系上“矫枉过正”，可能是想让中国放心，他的南海政策不会受任何外
部势力影响，从而使中菲双边关系中战略判断的背景简单化。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

尔特 10 月 18 日 ~21 日对中国的国

事访问，再次彰显了其“特立独行”

的一面，因为他打破了菲律宾总统

就任后先访美后访华的传统。杜特

尔特此举以及就任以来多次“反美”

言论，被外界解读为他的外交政策

正在“疏美亲华”。但同时应该注意

到，杜特尔特的“反美”，背后是独

立自主意识的折射。他的真实目的

是追求“外交独立”，摆脱菲律宾过

度依赖美国的现实。

另一位被认为追求外交独立

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2001 年 10

月 18 日访美后，10 月 29 日即访问

中国。她执政的 10 年，正是中菲

关系的黄金 10 年。从美国的角度

看，杜特尔特显然走得太远了。而

且，如今东亚的政治格局与战略态

势，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被美国视为“亚太再平衡

战略”关键支点的菲律宾，对外政

策转向哪怕只是政策微调，所造成

的影响与当年都不可同日而语。这

正是杜特尔特外交行为受到外界高

度关注的原因所在。

“疏美亲华”

早在竞选总统期间，杜特尔特

就主张改善菲中双边关系，在南海

问题上与中国直接接触。入主马拉

卡南宫后，他随即把竞选承诺化为

政策行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是

杜特尔特最早接见的外国驻菲大

使之一。6 月 30 日第一次内阁会议

上，针对南海仲裁很可能做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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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菲律宾而对中国不利裁决的情况，杜

特尔特对菲官员做出了“不嘲笑、不炫耀”

的指示，提前给南海仲裁后续影响降温。

7 月 12 日南海仲裁公布前，杜特尔特主

动要求会见中国驻菲大使，再次做危机

管控。

对于南海仲裁结果，杜特尔特没有

表现出如美国、日本那样兴奋。他认为

这项仲裁只涉及中菲双边，明确表示不

会在国际场合提这事。9 月的东盟系列

峰会上，杜特尔特对南海仲裁只字未提。

与其前任阿基诺三世不同，杜特尔特认

为改善基础设施，让经济发展惠及底层

民众，比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一起遏制

中国更重要。据报道，这次随同杜特尔

特访华的，还有一个近 300 人的庞大经

济代表团，双方讨论议题涵盖旅游、农业、

基建、能源等诸多领域。这也是对菲律

宾新总统对华外交转向的最好诠释。

10 月 7 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

洛伦扎纳在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已暂停

与美国在南海联合巡航。这是杜特尔特

总统首次把“疏美”言语变为具体的政

策行为。10 月 2 日，他曾下令审查菲美《加

强防务合作协议》，而联合巡航正是该

协议内容之一。对菲美军事合作热情不

高，原因之一在于杜特尔特对美国安全

承诺的不信任。但正如菲律宾大学教授

艾琳·巴维耶拉所认为的那样，杜特尔

特与阿基诺三世不同的是，他不想让华

盛顿介入中菲南海争议，而阿基诺三世

把确保美国的安全承诺视为政策优先。

在南海问题上的“不同调”，并不是

杜特尔特政府“疏美”的唯一原因。奥

巴马是第一个对杜特尔特胜选打电话

表示祝贺的外国元首，但这样的“善意”

并没有在两人的个人关系上产生“化学

反应”。针对菲律宾政府“铁腕禁毒”行

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人权担忧，杜

特尔特则以咒骂回应。他不顾外交礼仪

的出言不逊，也是其个人好恶的直白体

现。东亚峰会上，他发言时拿出殖民统

治时期美国士兵屠杀菲原住民的照片，

回击人权指责。杜特尔特曾说过，“每一

句亵渎之言，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杜特尔特对美态度“冷淡”，很可能

是希望给改善中菲关系“预热”。阿基诺

三世执政时期，菲律宾是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一个急先锋，中国在预判杜特

尔特政府对外政策风向时，不可能不考

虑到这一点。杜特尔特在对美关系上“矫

枉过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中国传递

讯息：我的事情我做主，咱们可以直接谈。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学者理查德·赫达利

安分析称，杜特尔特的政策行为，可能

是想让中国放心，他的南海政策不会受

任何外部势力影响，从而使中菲双边关

系中战略判断的背景简单化。

“外交独立”

菲律宾政府的对外政策还处在形成

初期，杜特尔特的“疏美亲华”成色几

何还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阿基

诺三世时期菲美关系的美好时光，在杜

特尔特执政 6 年中不太可能重现。在胜

选后的一次讲话中，杜特尔特说 ：“我将

规划菲律宾自己的外交路线，不会依赖

美国。这将是一条不取悦于任何人，只

服务于菲律宾利益的路线。”10 月 6 日，

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赛在一份外交

声明中称，美国一直以“一条看不见的锁

链”控制菲律宾，因而必须摆脱对美国

的过度依赖，独立处理菲对内对外事务。

美国对菲律宾政府反毒品行动中的

人权指责，之所以导致杜特尔特反应激

烈，正是因为触动了“独立自主”这根敏

感神经。菲外长亚赛就任后首访美国期

间，提醒华盛顿不要再把菲律宾视为美

国的“棕色小兄弟”。此话可谓意味深长，

因为这个称呼的“发明者”，是曾出任菲

律宾总督的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

夫脱。提及历史，意在映射现实。杜特

尔特曾说 ：“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

我们不是殖民地很多年了，我只有菲律

宾人民这一个主人。”此话无疑是在抨击

美国套在菲律宾内政外交上那条“看不

见的枷锁”。

“我不喜欢美国人，对我来说这是

个原则问题。”杜特尔特这个“原则”会

如何影响他的对美外交，目前还不得而

知。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今

年 7 月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76% 的受访

者对杜特尔特的执政满意，高于其前任

阿基诺三世执政同时期的水平。在赫达

利安看来，这样的高支持率，给予了杜

特尔特较大的外交政策调整空间。他认

为，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菲美关系可

能将开始痛苦的重构，“双边关系已经

非常制度化，不可能因短期的外交磕碰

而破裂，但也不会像此前那样特殊和神

圣”。

“总统先生在日本也很有名，能亲眼

见到你本人我很兴奋。”在 9 月东盟系列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安倍会晤杜特尔特

时，以这样的话作开场白，引发在座人

员一阵笑声。这样的开场白，似乎也预

示着杜特尔特政府的对日外交将有一个

良好的开端。与奥巴马见杜特尔特前明

确表示会谈人权问题不同，包括安倍本

人在内的日本政府高官，从未在人权问

题上发表只言片语。不仅如此，在双边

会晤中，安倍还向 9 月初达沃市恐怖袭

击遇难者表示哀悼。杜特尔特访华后下

一站是日本，安倍政府对杜特尔特给予

了天皇出面接见的最高礼遇。

可以想见，在菲美关系趋冷、面临

调整的背景下，杜特尔特政府会加大对

日外交力度。菲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10 月

7 日表示，与美国日益扩大的分歧，不会

影响马尼拉与日本或其他华盛顿的区域

盟友之间的关系。此外，在杜特尔特外

交首秀的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他与东南

亚国家领导人之间互动良好、交谈甚欢。

预判杜特尔特的外交风向，不应只关注

他如何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打嘴仗，

更应留意他将如何推进菲律宾与亚洲邻

国之间的务实合作。这一切都表明，菲

律宾的外交重心，正在发生位移。

有76%的受访者对杜特尔特

的执政满意，高于其前任阿基

诺三世执政同时期的水平。

这样的高支持率，给予了杜特

尔特较大的外交政策调整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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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改变者？

“如果我们不再允许他们把舰船停

靠在这里，他们也不会 缺少停靠的地

方。”10 月 7 日，菲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在被问及菲美军事关系变化会如何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这样答道。面对

菲律宾突然的外交转向，美国的应对显

然不会如洛伦扎纳所说的那么轻松。多

年来不温不火的美泰军事同盟，不可能

确保泰国对美国军舰敞开大门。与中国

存在南海争议但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越

南，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大兵理想的落脚

点。赫达利安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随着马尼拉突然转向对中国双边接触而

非多边施压，华盛顿顿时发现自己进入

了一个“未知水域”。

为了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这

些年通过军事援助、军事培训、联合军

演等方式，构建多层次的军事同盟与安

全伙伴关系网。而菲律宾正处于这张网

的关键节点上。2015 年美国对东南亚

国家 1.1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中，菲律宾

分得最高份额的 7900 万美元。这一年

美国还通过双边军事援助给了菲律宾

4000 万美元。这笔“投资”即便不会血

本无归，至少会让美国很受挫。《日本时

报》9 月 16 日的一篇文章称，虽然杜特

尔特“不可预测”，但他的行为已经破坏

了美国拉拢从日本到越南、澳大利亚等

国一起对抗中国的努力。

随着菲律宾这样的“前线国家”的

退出，奥巴马在亚太遏制中国的“联合

阵线”即便不会解体，至少也将出现松

动。某种程度上说，杜特尔特对美政策

的转向，质疑的不仅是菲美军事同盟可

靠性，还是美国希望打造的东亚安全体

系的合理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

迈克尔·罗斯金近日撰文称，北京与马尼

拉走向和解，可能给美国的“转身东亚”

政策撕开一条巨大的口子。“这样的变化

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将是一个灾难，而对

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低成本的胜利。”

作为当事国的菲律宾对南海仲裁结

果冷处理，无疑会降低某些东南亚国家

拿仲裁施压中国的意愿，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等国再提这事，则更显多余。杜

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接触而非对抗，

使南海争议“去军事化”成为可能。他曾

明确表示，不会像其前任那样逼东盟与

中国走向对抗。赫达利安表示，事实上，

很多东盟国家领导人私下赞赏杜特尔特

更加务实与调和的对华政策。明年菲律

宾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很可能增

加中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达成战略性共

识的几率。

正是因为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

及南海问题的影响，杜特尔特政府的外

交转向，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格局的“游

戏改变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跛鸭”

的奥巴马总统，没有或许也无心对菲律

宾的变化做出回应。明年新总统入主白

宫后，美国才会真正“出招”。2015 年皮

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对美国好

感度较高的国家中，菲律宾以 92% 的比

例高居榜首。也就是说，杜特尔特领导

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亲美”的国家，如何“外

交独立”，变数之大不难想象。  

在对美国好感度较高的国家中，

菲律宾以92%的比例高居榜

首。也就是说，杜特尔特领导的

是一个世界上最“亲美”的国

家，如何“外交独立”，变数之大

不难想象。

因为枪杀毒贩政策受到美国批评，菲律宾总
统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中骂奥巴马是“狗娘
养的”，要他“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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