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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菲律宾作为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衣带水的近

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美国于 1898 年到 1946 年对菲律宾进

行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的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将菲律宾作

为实现亚太战略的桥头堡。菲律宾处在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的夹缝之中寻求发

展。贝尼尼奥·西梅翁·科胡昂科·阿基诺三世（Benigno Simeon Cojuangco Aquino III）

执政时，拉拢美国，在以“南海问题”为主等国际事务上对抗中国，造成了中菲

关系的迅速下滑，一度达到低谷。菲律宾新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上台后，近乎 180 度转向的外交政策调整，一反前任阿基诺三世的亲美

制中的外交政策，意图恢复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战略，力推“独立外交”，杜特

尔特政府外交政策促进了中菲关系的缓和和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改善了南海这一

焦点问题上的紧张局面，同时削弱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对东南亚乃至世界政治

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中间地带”理论的角度，分析杜特尔特政策调

整的原因及影响因素，并对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测和假设。

关键词：菲律宾；中间地带；外交调整；中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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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Diplomatic Adjustment of Duterte's

Government towards China under the "Intermediate Zone"

ABSTRACT

The Philippines as a typical "intermediate zone"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 close

neighbor with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has many exchanges in economy， culture

and many other aspects.The United States colonized the Philippines from 1898 to 1946，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ed the Philippines as a bridgehead to realize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The Philippines

is seeking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mediateof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When Aquino III took office， he woo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ught against

China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such as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is caused the rapid

decline of Sino-Philippine relations and once reached a low point.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Duterte， the 180-degree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turned out to be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foreign policy of Aquino III’s pro-US system

and intended to restore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of the big powers.Pushing on

"independent diplomacy"，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Dutert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easing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Philippine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tens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focal issu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akened the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xerted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the world.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uterte's policy adjustment and makes predictions and

assumptions about Duterte'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Philippines; Intermediate Zone; Diplomatic Adjustm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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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选题及提出

中国与菲律宾一衣带水，两国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

两国的外交关系逐渐走向正轨，但是受制于“南海争端”等敏感问题的存在，中

菲外交关系的发展之路比较曲折。中菲关系是我国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亚太地区甚至国际格局的稳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影响，菲律宾紧追美国进行反华，

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中菲关系几

乎处于完全断绝状态。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中国成为国

际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局面才开始扭转。1969 年菲律宾放弃与中国敌对的

外交立场，中国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使得两国在 1975 年

正式建交，菲律宾与台湾断交。两国建交之后，双边关系不断加强，经贸合作发

展顺利。但是由于南海问题的存在，两国的分歧和摩擦不时发生，围绕南海岛礁

主权发生多次菲律宾海军扣押中国渔民的事件，制约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进

入 21 世纪以来，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不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南海问题隐而未

发。但是在阿基诺三世 2010 年就任菲律宾总统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阿基诺

三世不断拉拢美国，强化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使

得中菲关系一落千丈。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

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摒弃了前任阿基诺三世的“联美制华”的

外交策略，努力修复对华关系，大力加强双方的经济、政治联系。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在国际社会

争取主动地位。中国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基于我国目前社会

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实际情况，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将产能、资金等优势转化为

市场和伙伴关系的创新举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包括越来越受

重视的海洋安全在内的周边环境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国际利益的

实现。菲律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站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中菲之间的外交关系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国家利益的实

现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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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是利用“中间地带”的理论来分析菲律宾的外交政策选择，丰富

当前学术界对中菲关系问题的研究视角。

本文的现实意义是，菲律宾作为我国海洋权益的主要争端国之一，通过研究

菲律宾作为“中间地带”国家的政策和战略选择，为中菲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

和机遇提供应对的方法，为我国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1.3 研究综述

1.3.1 理论基础

本文所采用的“中间地带”理论，来源于王鸣野所著的《“中间地带”的博

弈与困境》。该书选取了“9·11”事件以来的中亚地区、“颜色革命”以来的格

鲁吉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省作为案例研究，提出了“中间地带”

理论的概念，并对相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展示了这几

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和俄罗斯两个世界性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走向“中间

地带化”的进程。《“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构建的论说体系为本文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已有研究集中在欧亚地带，对东南亚地区涉及较少。菲律

宾作为其他地区“中间地带”国家的典型代表，除具有“中间地带”国家弱小、

战略位置重要、自主性缺失等共性外，还具有长期的殖民历史等特殊性，通过研

究菲律宾能够丰富“中间地带”理论，为我国解决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问题提供

一定的帮助。

1.3.2 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中菲外交关系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而且多是以论文的

形式存在。本文所研究的菲律宾外交政策的改变和预测，涉及到阿基诺三世和杜

特尔特任职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选择、中菲关系、美菲关系、南海争端等相关领域。

关于阿基诺三世政府外交政策的研究现状。代帆所著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

策:阿基诺三世的对华政策及其启示》对 1990 年以来的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进行

了回顾，对菲律宾对华政策尤其是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菲律宾对外政策的巨大转

变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但是缺乏对经济、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对菲律宾外交关系

的影响研究。邵先成的《阿基诺政府南海政策转变的国内推动与限制因素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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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预判》分析了菲律宾国内政治集团和亲美情结的存在，推动了阿基诺三世政

府以南海问题为切入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但没有考虑到菲律宾统治者的个人因素

和菲律宾安全观的转变。王珊在《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的中菲关系研究》中，通

过对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中菲关系的对比，指出阿基诺三世采取一系

列措施强硬对抗中国，并就影响中菲关系的因素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指出中国面对中菲关系应该持积极的态度进行对待，这样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但没有考虑到菲律宾安全观的转变。

关于杜特尔特政府外交政策的研究现状。外交学院周永生的《杜特尔特的亚

太战略与纵横之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细致分析了杜特尔特采取的利用大国战

略追求国际利益的战略，但没有将国内混乱的政治局面对杜特尔特统治的威胁考

虑在内。孙西辉与吕虹发表的《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

“再平衡”》，站在小/弱国的追求“大国平衡”的外交机理的角度上，阐释了杜

特尔特政府回调“大国平衡”，维护外交自主、谋求经济援助等策略。张跃在《新

总统将把菲律宾带向何方》中对杜特尔特的个人特质和所采取的政治手段进行了

分析，尝试性的对其上台后的外交倾向做出预测。

关于中菲关系的研究现状。由于南海争端、“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学者关

于菲律宾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发展研究越来越丰富，但是至今没有发现能够将中菲

关系从历史、经济、国际格局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研究。怀静如在《菲律宾

外交政策：1946-1984》中通过研究菲律宾国内政治因素，提出菲律宾和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是历史的趋势。陈乔之

的《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从冷战后东盟所属国家例如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等国对华采取的外交政策因素进行分析论证，主要从经济、国际局势等层面

入手，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分析量较少。

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现状。吴小安的《论美国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现代政治发

展的影响》将菲律宾受美国影响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美国殖民统治时期

的 1901 年到 1946 年，另一个阶段是 1946 年菲律宾独立以来的时期。他论述美国

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现代政治的建构过程。陈列甫先生所著的《菲律宾对外关系》

中，主要对菲律宾对外建立国家间关系的一些特征进行归纳分析，通过对经济、

政治、地缘、民族、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研究，论述菲律宾分别与美国、日本建

交政策的原因及构成，但是并没有就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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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海争端的研究现状。张明亮撰写的《中菲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及领

土争端》和暨南大学邱丹阳发表的《关于美国在中菲南沙问题领土争端中的影响》，

对中国和菲律宾就南中国海领域的争端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回顾了争端的同时分

析了当时的中菲关系。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法克里斯弗·乔伊娜(Christopher

Joyner)所著的《南沙群岛争端：重申法律、外交和地缘政治在南中国海的互相影

响》，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分析了南海领域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并且通

过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分析指出中国是参与南海争端国家中所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

最强的国家，中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南海地区的稳定，但却忽视了众多与中国有

岛礁纠纷的东南亚国家背后都有美国的暗中支持这一因素。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文正文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东南亚的“中间地带”国家——菲律宾。将“中间地带”理论进

行详细的阐述后，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政治环境等角度具体分析菲律宾的“中

间地带”特征。

第二部分，近年来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详细描述菲律宾政府前后两任总

统阿基诺三世与杜特尔特各自在位时的外交政策，为政策的不同做出直观的对比。

第三部分，杜特尔特政策调整的原因。在上文所述政策的不同做出对比之后，

从国家利益、国内环境、领导人个人因素的角度出发，分析杜特尔特大幅度调整

外交政策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第四部分，杜特尔特对华政策展望。通过对前三章的深入研究，针对杜特尔

特调整政策的影响因素和“中间地带”国家的特性，对之后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

选择做出预测。

1.4.2 研究方法

文献调查法：从基本的文档以及图书馆库存资料的角度进行相关资料方面的

收集和整理工作，进而获取关于菲律宾对华、对美的策略选择的政策性和理论性

资料。

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菲律宾前后两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与杜特尔特任期内不

同的外交政策，找出转变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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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法：利用“中间地带”理论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选择进行分析。

1.5 研究难点、创新点

1.5.1 研究难点

在研究影响菲律宾总统政府选择影响因素时，代表性事件和言论的选择不够

充分。

1.5.2 研究创新点

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菲律宾前后两任总统对外政策的大幅转变，

分析菲律宾总统政策选择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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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东南亚“中间地带”——菲律宾

2.1 “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指的是那些或在地理上，或在政治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地处

在大国夹缝之中的国家或地区[1]。世界上的大国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

的利益诉求，对“中间地带”国家施加影响进而意图控制。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

中，大国博弈的主要落脚点就是争夺对“中间地带”的影响。“中间地带”国家

受限于自身实力的差距，只能在大国的博弈旋涡之中谋求生存。“中间地带”理

论认为，“中间地带”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避免被大国控制，“采取的主

要战略就是将另外一个或几个大国纳入自己的内外发展战略之中，希望在大国之

间的相互制衡中寻求本国的最大利益，结果却往往使自己要么成为大国博弈的牺

牲品，要么成为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2]。与大国相比，“中间地带”国家作

为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乃至于国内的政策选择都需要与自身的

国际地位、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相一致。

地理上处在大国之间并不是“中间地带”国家的唯一标准，通过对“中间地

带”理论的理解，“中间地带”国家需要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中间地带”国

家出于种种原因，无法摆脱大国的渗透和控制，想要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就需要注意与大国的相处之道；第二，“中间地带”国家要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要么具备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三，“中间地带”国家通常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

国家，加之文化差异性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的原因，导致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动

荡不安；第四，由于“中间地带”国家各方面的脆弱性和无法摆脱大国控制的现

状，国内安全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纳入大国因素，但是纳入的程度是一个比较微妙

的问题，程度高会导致国家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程度低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第五，“中间地带”国家对“敌友”、“公平交易”、“守信”、“忠诚”等此

类人类普遍地用来表达彼此关系亲密程度的观念的独特理解与大国有很大差别，

由此而导致这类国家的国际行为与大国迥异。根据对这些国家行为的考察和分析，

能够发现其国际道德观具有更强的相对性和多变性[3]。

[1] 王鸣野．中间地带: 和谐世界的枢纽［J］. 东北亚论坛，2010，(3) ．

[2] 王鸣野. 吉尔吉斯斯坦: “中间地带”的困境［J］. 新疆社会科学，2011，(1) ．

[3] 王鸣野. “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 ［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17 :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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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不同，“中间地带”国家由于自身实力

的不足，国家利益更为脆弱，只能追求地区性的国际利益。它们维护自身利益的

手段也比较有限，习惯性地会表现出多变性的立场和想法。

2.2 菲律宾的“中间地带”特征

2016年 9月 5日，新一任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发表言论大骂美国总

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随后白宫取消了原定于在老

挝东盟峰会上奥巴马与杜特尔特的会面。这次事件使得杜特尔特声名大噪，成为

热点人物。这一剧烈转变与菲律宾上一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与美国的一贯的亲密印

象背道而驰，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因而变得扑朔迷离。在“中间地带”理论看来，

这种大幅度的外交政策调整是“中间地带”国家外交政策演变的重要特点之一。

菲律宾也不例外。

2.2.1 地理环境的“中间地带”特征

菲律宾地处朝鲜半岛、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的中间点，扼南海北部要冲，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控制这一地区，就可以控制中国、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

并防止中国东出太平洋[4]。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上，菲律宾处于中国、美国和日

本这三个世界性强国的天然影响之下，三大国力量的消长变化必然从菲律宾的内

政外交中表现出来。

菲律宾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与中国隔南海相望。自古以来，与中国就有

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性的大国，为了影响亚洲的国际政治和经济

进程，在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都有驻军。在东亚政治格局中，菲律

宾等国便扮演着协助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参与东亚政治的角色。

2.2.2 历史沿革中的“中间地带”特征

1521 年，受西班牙殖民者资助和指派的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环球航行时首次登上菲律宾群岛。1565年，西班牙入侵菲

律宾，使其沦为殖民地，宣告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开始，在此之后的三百多年的

殖民历史中，西班牙从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改变了菲律宾原住民。西班

牙殖民者在菲律宾推行政教合一的殖民统治，强行要求菲律宾人民信仰天主教。

[4] 张向荣. 从菲律宾的对外政策看“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J].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04):37-4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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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不断的传播和发展，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之时几乎所有菲律宾人都信仰天主

教，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等影响。天主教的教徒利用

学校来传播宗教和西班牙文化，使得原本缺乏完整教育体系的菲律宾，越来越多

的人能够接受教育，推动了菲律宾现代政治的发展。天主教的艺术给菲律宾留下

了数以百计的西班牙风格教堂，西班牙的音乐风格也融入到了菲律宾的本土特色

中去，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19世纪菲律宾资产阶级开始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出现，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

的斗争日趋激烈，到 19世纪末已经演变成为菲律宾全境的武装斗争。美国政府通

过向菲律宾反抗力量游说和提供援助，甚至虚与委蛇地说“美国不需要殖民地，

只是为了保护菲律宾人民，使菲律宾得到独立”，推动了菲律宾国内对西班牙开

战。1898年 6月 12日，菲律宾建立了以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

为首的革命政府，同年 9月 15日，起草了宪法并于 1899年 1月 12日正式宣布菲

律宾第一共和国成立。但是在 1898年 12月由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巴黎条约》

中，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全盘接收菲律宾，成为菲律宾的“宗主国”并且拒绝承认

菲律宾共和国主权的合法性。菲律宾共和国也断然拒绝接受美国在菲律宾的主权。

1899年 2月，美国和菲律宾本土政权爆发战争，在军事进攻和保守主义者的政治

攻势联合打击下，最终以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灭亡而告终，自此开始了美国对于

菲律宾的殖民统治。1942年，日本攻占整个菲律宾，并扶持傀儡政权，在菲律宾

建立法西斯统治，受到当地人民的抵抗。1945年 1月，美军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

重返菲律宾。同年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撤出菲律宾。1946年 7月 4日菲律宾

（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才宣告菲律宾殖民历史的结束。这段殖民历史给菲律宾带

来了强烈的殖民影响，并且没有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切断。美国成为了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菲律宾产生的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菲律宾于 1951年 8

月 30日在华盛顿签订了 《美菲联防条约》，两国成为条约盟国，1958年开始生

效，且该条约有着无限的有效期。阿基诺夫人即玛莉亚·科拉松·阿基诺（Maria

Corazon Cojuanco Aquino）领导的菲律宾政府虽然在与美国签署的《友善、和平与

合作条约》表示希望美国能继续在菲律宾驻军，但是菲律宾民众并不认可，全国

公投决定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必须在 1992年底之前离开。最终在 1992年 11月，

驻菲美军从菲律宾全部撤离。

（1）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

菲律宾是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据点，在地缘战略中有着异常重要的位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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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世纪末就已经认识到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对于其全球利益的重要性。而美国通

过美西战争吞并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太平洋获得更大的利益。菲律宾在美国的

全球战略中的定位，就是保证其亚太地区利益的前哨基地，在美国亚太战略政治

和军事布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着力点更多地是从军

事和政治方面进行考虑的，将政治体制移植并将美国文化灌输到菲律宾，让菲律

宾更好地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所服务。在这数十年的殖民历史中，美国在菲律宾的

存在给菲律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在菲律宾当今社会政

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①政治体制——照搬民主体制，受美国操控

美国取代了之前西班牙继续殖民统治菲律宾，将菲律宾现代政治的发展带入

了新的轨道，对菲律宾的现代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

统治方式是移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来取代西班牙殖民时代旧的政治体制[5]。但是美

国并不会就此放松对菲律宾的控制，美国培养了一批亲美的菲律宾上层人士，并

对其进行授意和帮助，让他们能够听任美国政府的摆布，以此来巩固自己对菲律

宾的实际掌控。美菲间的这种殖民依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通过美国殖民官员与

菲律宾地方政治寡头间的相互勾结，为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政策和菲律宾本土统

治阶级的利益所服务，因而使得美菲之间存在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看似

将“民主体制”引入了菲律宾，但事实上却令上层人士尤其是地方寡头的控制力

大增，他们通过这一政治体制将自身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控制看起来“合法化”，

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

虽然美国允许菲律宾人进行自治，但是却一直插手菲律宾的内政，从菲律宾

的第一次选举，到独裁者马科斯下台，都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参与其中的明显痕迹。

高举着“民主”大旗的美国政治文化对已经接受了数百年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菲律

宾人民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再加上美国的刻意引导，菲律宾民众

对于美国的统治并无强烈的反抗意愿。

②思想文化——高度“美国化”

与其他的殖民者意识到文化教育对政治的重要作用一样，美国在对菲律宾进

行殖民统治时，通过在教育方式、生活习惯甚至价值观念等方面施加美国式的影

响来改变菲律宾社会。这一系列的措施对菲律宾人的生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5] 吴小安.论美国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4):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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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的美国当局强调大众教育的重要性，美国军队刚从西班牙手里接受

菲律宾，就开始在境内强制建立学校。学校里书本和学习用具是免费的，宗教不

再列入教学内容，学习优异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公费到美国本土留学的机会[6]。1902

年，菲律宾的立法机关颁布了相关法律，法律规定菲律宾的每个省府都要建立一

所可以为当地政府培养低级官员的中学。1935年，美国国会要求在菲律宾的公立

学校中推行免费的教育。在学校里，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英语，接受由美国培训

过的教师的指导，传播美国的各类文化。公费留学的留学生则必须在学成后回国

为政府效力。在菲律宾，英语从幼儿园开始，贯穿了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涯，就连

数学、自然、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和考试都要求用英语进行。

思想方面，美国的“民主”文化受到了广泛的传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概

念也得以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菲律宾人开始学着主动的去参与和了解政治事务，

以获得更大的人权，言论自由也逐渐深入人心。1907年以后，再没有菲律宾人因

批评美国政府或倡导独立而被关押或流放。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员都是由人民自由

公开选举的，政府允许多个政党参与竞选[7]。

伴随着教育和文化的冲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的渗透到菲律宾社

会中的各个角落中去，菲律宾人民尤其是深受美国教育灌输的学生们从精神到物

质生活都开始美国化。在菲律宾学英语、用英语是自然而然的事。菲律宾的精英

阶层甚至会尽量的避免使用菲律宾语，将英语作为唯一的交流手段，在教育下一

代的时候，也会有意的全程说英语，希望下一代能够去美国发展。菲律宾民众的

衣食住行都深深刻着美国文化的烙印。菲律宾街道上的路牌几乎都是用英语来题

写；美式建筑风格的酒店、私人住宅也随处可见；美国的特色快餐和饮料例如肯

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在菲律宾广受欢迎。菲律宾的电视节目有近一半都是

用英语进行播放等，甚至新闻节目都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使用菲律宾语和

英语各播放一次。英语和美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逐渐融汇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去。

菲律宾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于接受美国的一切，对于美国文化有了一定的

倾向性和依赖感。

③经济掠夺——结构畸形，依赖美国

美国的经济掠夺方式有别于其他的殖民主义者，并不是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

侵占，而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之上。美国通过推行免税贸易，来达到垄断菲律宾

[6] 张成霞.菲律宾的殖民经历及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J].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1):12-15.
[7] 张成霞.菲律宾的殖民经历及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J].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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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目的。美菲之间的贸易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这一系列举措刺

激了菲律宾本土经济作物出口和生产以及加工业的发展，使得菲律宾成为了美国

的原料产地，造成的了菲律宾国民经济严重的依附于美国的后果。同时美国还将

菲律宾变为了自己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市场，严重的阻碍了菲律宾本国的民

族工业的发展。因此，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呈现畸形化和片面化[8]。

美国虽然一直打着让菲律宾政治“自治”的旗号，但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

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这就造成了菲律宾从封建主义向资本

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发生，封建社会形态下国家政治

权力的转移落入了政治家族、寡头和精英阶层手中，使他们的权力基础获得了进

一步的扩大和巩固，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成为影响菲律宾政治的重要力量[9]。

寡头和精英阶层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与领导人讨价还价，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而广大的普通群众缺乏参与政治和影响政治的资本。这样的一种畸形的

政治形态，必然会造成贪污腐败的影响，影响政治透明度和公正性。

④殖民时期的影响

美国对菲律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渐渐的显出来。殖民者的撤离也使

得菲律宾的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和分歧暴露，政治、经济等隐患突出。

政治方面，虽然独立后的菲律宾延续了殖民时代的政治体制，但是在殖民时

期形成的政府依靠政治家族和地方寡头统治的弊端仍旧存在。政治家族和地方寡

头在作为美殖民政府加强统治的工具之时，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实力，并且将对社

会的控制合法化，使得菲律宾成为了寡头政治盛行的地方。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

的实施和制定，都受到了政治寡头的制约。各个政治集团插手各级机关，贪污腐

化风气严重，充斥着裙带关系，缺乏良好的政治基础，阻碍了行政和司法机关的

正常高效运行。同时政治家族在追求自身更大利益的同时，造成了与普通民众的

对立，社会矛盾尖锐。菲律宾的现代政治发展长期处于混乱状态。虽然菲律宾名

义上已经“独立”，并且普通民众已经有了反美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却无法摆

脱美国的监视和影响。美国依靠亲美的菲律宾精英阶层，对菲律宾政治、经济、

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经济方面，菲律宾在殖民时期被美国定位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以农

[8] 田敏.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分析[J].昆明学院学报，2011，33(05):86-88.
[9] 田敏.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政策分析[J].昆明学院学报，2011，33(05):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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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缓慢，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对外依存

度高，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进而对国家的稳定产生威胁。由于家族政治，

国家的财政款项被私人瓜分，无法真正投入到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经济发

展缺乏推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继而影响到菲律宾的旅游业和城市化进程

等。

（2）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

由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两极分化，菲律宾的外交政策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

中国和菲律宾一直没有真正建立外交关系。直到 1975年 6月 9日，中菲两国正式

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菲律宾作为中国的近邻，受中国的

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经直接影响到菲律

宾的发展。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大国，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世界霸主的

地位产生了威胁，一直受到美国的遏制，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菲律宾一直

以来作为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处在中美两大国的斗争漩涡之

中，“中间地带”特征很明显。

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了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形成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它可以通过既有的区域合作的有效平台，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

积极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影

响力对周边的国家辐射越来越强烈。“一带一路”的战略主要通过资本输出和基

础设施的输出来实现。菲律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站点，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受长期殖民的影响，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畸形。2014

年的数据显示在菲律宾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比 32%，工业占比仅有 15%，而服

务业的占比高达 53%。而全国的失业率达到了 6.9%[10]。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菲

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各种设施的供给已经不能满足菲律宾国内日益增长的

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要，呈现出了建设水平低、需求却旺盛的特点。菲律宾对基

础设施建设旺盛需求首当其冲是工业化的需求。菲律宾当下正处在工业化建设时

[10] 驻菲律宾经商参处 . 2014年上半年菲律宾经济形势浅析[D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4，: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9/201409007299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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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必须依靠稳定、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菲律宾也在

经历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首都马尼拉地区人口不断涌入，对公共设施的需

求超过了现有的承受程度。在很多地区，还实行着严格的限电供应措施。另外，

菲律宾的旅游业作为 GDP占比达 8%的重点产业，还在不断的快速发展，每年可

以为菲律宾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是伴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成

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阻碍，特别是景点、交通特别是机场的建设，对于吸引

游客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菲律宾合作有着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双方经济有着较强的互补性，能

够在农业、工业、旅游业等方面实现良好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能

够给中菲双方带来双赢的局面。杜特尔特深知“一带一路”带来的积极作用，所

以积极的推动与中国的合作。在 2016 年 10 月，杜特尔特初次访华期间，就表达

了对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愿望。2017年杜特尔特出席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后续的部长级官员访华期间，向中国递交了 40个基础建

设的合作项目。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菲律宾的“中间地带”特性首先是由西班牙和美国塑

造的，尤其是美国的长期影响在菲律宾内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

紊乱。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的影响的扩展，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对该国原

有的内外关系状态带来新的元素，作为一个“中间地带”国家，菲律宾如何把握

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对菲、中、美等国都是一大挑战。

2.2.3 政治与社会文化的“中间地带”特征

菲律宾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差异性。菲律宾使用的语言达到 150种以上，

是东南亚地区除印度尼西亚以外使用语言最多的国家。菲律宾的官方语言是菲律

宾语和英语，但是仍有不少菲律宾人这两种官方语言都不会讲。对他们来说，不

同语言的混杂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1]。

除了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经历，历史上大批的华人下南洋移民菲律宾也带了

种族差异，由此而造成了菲律宾人民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虽然西班牙和美国的宗教教育使得基督教占据着优势地位，但佛教、伊斯兰教等

在菲律宾也有着一定的拥簇者。复杂的多民族、宗教问题导致教派、民族冲突不

断，造成了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动荡局面。

[11] 王勇. 菲律宾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J]. 东南亚纵横，2004，(03):59-61. [2017-08-29].



第2章 东南亚“中间地带”——菲律宾

- 14 -

长久以来，菲律宾的政治家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不断的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导致贪污腐败盛行，国家的各类财政款项被瓜分，

严重影响到了国内政治的正常运行。菲律宾的各级机关都被政治集团插足，司法

体系又存在运行效率低下、司法过程被干涉等问题，国内政治透明度低，社会矛

盾越来越尖锐。而自小接受美式教育的国内精英阶层，则对美国有着与生俱来的

倾向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硕士学位论文

- 15 -

第 3章 近年来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

3.1 阿基诺时期菲律宾的外交政策选择

虽然长期以来中菲关系一直都处于相对冷淡的境遇，但是在阿基诺时期，两

国关系走向历史最低点。2011年的 3月份，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德尔·罗萨里奥

（Albert del Rosario）在公开场合宣称只有美国是其战略合作同盟，并且在随后阿

基诺访问日本的过程中，也强调双方要加强战略伙伴关系。阿基诺三世政府不光

在对外政策上发生变化，拉拢美日对抗中国，转向领土防御的安全政策也将矛头

对准了充满争议的南海地区，增加海军支出的同时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这一

系列的举措直接导致了中菲关系一落千丈。

3.1.1 炒作“南海问题”，倚仗美国，挑衅中国

南海由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等众多岛屿组成，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和地缘战略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南海地区的主权，但是自 20世纪 6、70年

代开始，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入强占南海诸岛的

行列中来，导致南海争端成为当今世界最受瞩目的海洋权益争端之一。其中，菲

律宾是最早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侵占了中国南海 10个岛礁，侵犯了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得中菲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十分尖锐和敏感。

一直以来，中国奉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希望通过协商而不是

激烈的对抗来解决这一争议。但是在 2010年 6月阿基诺三世就任菲律宾总统以后，

通过进一步靠拢美国，在以南海问题为主的外交争端中不断挑衅中国，进一步激

化了中菲矛盾。

2011年 3月，菲律宾宣称其勘探船在礼乐滩附近海域遭受中国执法船的“骚

扰”，阿基诺三世下令海岸警卫队护送勘探船。2012年 4月 11日，菲律宾海军无

故在黄岩岛附近抓捕中国正常捕捞作业的渔民，被及时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

双方都不肯让步，发生对峙，武装冲突一触即发。美国对菲律宾这一系列的强硬

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仅在 2011年提供了 5.74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在黄岩岛

事件还未结束之时，举行了美菲联合军事演习。这都表明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对于美国的依赖。2013年 1月 22日，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和怂恿下，阿基诺

三世政府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起关于中菲南海

争端的仲裁。2013年 6月，菲律宾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要求临时仲裁法庭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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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岛美济礁等 8个南沙岛礁的海洋地位。2016年 7月 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仲裁庭 12日作出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对此，中方多次声明，菲律宾共和国

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

不承认[12]。

3.1.2 强化美菲军事同盟，提升军事合作对抗中国

在南海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导向从强调内部安全转向

领土防御，并且谋求增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阿基诺三世为了加强对抗中

国，不断的提高海军的财政支出，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

同时，还联合美日以及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演习，以起到威慑中国的作用。南海

冲突的不断加剧下，礼乐滩事件的发生让阿基诺三世政府更加意识到了美国对于

本国安保利益的重要性，菲律宾急需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进而通过增强

美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的力量来为对抗中国提供助力。2012年 3月，菲律宾宣

布将接受更多的美国军队在菲律宾领土内轮换驻军，增加美国军舰的访问次数、

扩展两国的军事演习，以在没有建立外国永久军事基地的前提下提高菲律宾的防

御能力[13]。

2014年 4月 28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代表阿基诺三世政府与美国驻菲律

宾大使古德伯格签署了《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旨在允许美军在菲律宾增加

军事存在和轮换部署，有效期长达 10年。这一系列的活动无不都在暗示着在南海

问题上，菲律宾急需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援助，达到对抗中国的目的。

3.1.3 煽动国内民族主义，对抗中国

在 2012年 4月 10日，中国黄岩岛泻湖，12艘中国渔船正在实施捕捞作业，

却遭到了一艘菲律宾军舰的骚扰。该军舰甚至还意图抓捕和扣押中国渔民。在周

边进行巡逻的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后进行阻止，双方发生争执，形成对峙局面。

之后，中国方面派遣渔政 310船赶往事发地维权，菲律宾方面也相继派遣了多搜

军舰船只增援，双方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虽然黄岩岛事件最终以中方撤离渔政船寻求友好解决而暂时缓解，但是 5 月

11日菲律宾一些民间组织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极大的干

扰了大使馆的正常工作和运行。同一时间，在美国的菲律宾侨民受到菲律宾官方

[12] 外交部发言人：联合国有关机构声明再次说明南海仲裁案完全无效 ．新华网．2016-07-14
[13] 代帆.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阿基诺三世的对华政策及其启示[J]. 国际关系研究，2016(03):118-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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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意煽动，也开始向中国方面发难，众多菲律宾侨民专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前抗议，抗议人士宣称奥巴马政府能够保护菲律宾。2013年 7月 24日，在美菲裔

的各类社团组织联合起来在联合国总部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和总领馆前举办了一

场声势颇大的反华全球性示威游行，严重影响到了中国驻美使馆的正常活动，当

天只能停止办公。在菲律宾本土，示威活动也同样在进行。2014年 7月 24日，中

国驻菲律宾使领馆前就聚集了一百多名菲律宾人，对中国的南海主张进行抗议和

示威。

更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势力对中国游客甚至菲律宾国内的菲籍华

人进行枪杀。2014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境内遭到杀害的中国公民达到了 18名，这其

中还不包括遇害的菲籍华人。中国的旅游和外交部门不得不发布菲律宾旅游的警

示。2014年中国国庆节前夕，中国媒体要求阿基诺三世就中国人在菲律宾受到的

袭击和伤害进行公开道歉，但是却遭到了菲律宾政府的断然拒绝，菲律宾政府没

有任何人士就这些杀害行为有任何的表示。因中菲关系紧张而激发的菲律宾民族

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的情况下，伴随着南海争端的加剧，菲律宾社会对抗中国的意

愿愈加的强烈。

3.1.4 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往来

虽然南海问题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中菲关系一度紧张，但是菲律宾政府并没有

就此完全切断与中国的往来，反而在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想要搭上

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中菲两国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宽，2011

年 8月 30日，阿基诺三世带领近 300人的大型商务代表团访华，访问期间高举“中

菲友好”的大旗，为菲律宾带回了 130 亿美元的投资。在访华期间，阿基诺三世

对焦点的南海问题进行淡化争议，以在中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达到目的

的阿基诺三世回国后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步步紧逼，甚至直接拒绝了中方的磋商请

求。更加体现了其想要谋求更大的利益的政客心态，给中菲之间的关系直接造成

了恶劣的影响，中菲之间已经缺乏了必要的互信。

在南海问题上引入域外国家对抗中国，同时却又在经济方面利用中国的发展

获取利益，这充分展示了菲律宾这个“中间地带”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的道

德行为和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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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调整

2016年 6月 30日，杜特尔特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新一届总统。与阿基诺三

世极力拉拢美国不同的是，杜特尔特大力推行“独立外交”，目的是为了维护菲

律宾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杜特尔特看似近乎于 180 度转向的外交调

整对地区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剑拔弩张的南海局势得到了缓和，中菲关系

得到了全面回温和持续的发展；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受到影响，杜特尔

特极具攻击性的言论削弱了美菲之间的政治互信。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是为

了战略回摆，以实现“大国再平衡”的外交目标。

3.2.1 疏远美国，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

如前所述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菲律宾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拉拢美

国，作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桥头堡。然而这种将菲律宾捆绑于美国亚太战略的外交

政策非但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可观的收益，反而导致了与中国关系的严重恶化，菲

律宾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杜特尔特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杜特

尔特上任以后，逐步采取了疏远美国的政策，甚至杜特尔特本人在国际场合公开

地谩骂美国总统和批评美国，提出要求撤走驻菲美军、停止与美国的军事演习等。

杜特尔特还表示，绝不会听命于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因为杜特尔特公开的辱

骂和批评而取消了双方原定的会晤计划。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桥头堡，菲律宾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

然杜特尔特提出要求撤走驻菲美军、停止与美国的军事演习，但事实却是美国军

方与菲律宾的常规军事训练和军事合作还在继续。杜特尔特针对自己国家的现实

情况明确提出，菲律宾依然要与美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力求合作。[14]杜特尔特也

很清楚，美军在菲律宾的存在对菲律宾的内外安全起到保护作用，菲律宾安保利

益的需求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他所做的只是为了摆脱美国对于菲律宾外交

的消极影响，而并非断绝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杜特尔特一直奉行铁腕政策，上台之初，便对国内的毒品犯罪掀起了一场大

讨伐，仅仅 3个月，就有 850人被处决。这样强硬的禁毒行动遭受了美国的指责

和批评，在外交层面上对杜特尔特施压。就此，杜特尔特提出拒绝美国对于菲律

宾内政外交的干涉，并在第 29届东盟峰会期间直言：菲律宾将坚持独立的外交政

策——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承诺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15]。

[14] 朱陆民.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01):91-112.
[15] 徐舟. 菲律宾改变对华外交政策的成因分析[D].外交学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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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首访中国，修复对华关系

在努力摆脱前任阿基诺三世对美国的强烈依赖同时，杜特尔特一反之前阿基

诺政府对华的恶劣态度，积极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调整外交政策以修复与中国

的关系。杜特尔特将中国作为东南亚国家之外的首访之地的举动，是其外交政策

调整的一个重要体现，菲律宾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要改善与中国

的关系并且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从而建立一种独立自主、多方位平衡的外交政策。

中国在推动自身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经济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菲律宾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

展虽快，但民众生活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民众对此现状有着强烈的

不满。对此，杜特尔特承诺将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施政的重要领域之一，宣称将

2016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16]。

2016年 10月 18日，杜特尔特抵达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菲律宾一改之前对抗中国的强硬态度，

全面恢复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关系，两国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

国联合声明》，并且达成了 13个大领域的合作协议、备忘录等，中国方面还决定

对菲律宾提供高达 1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一些列举措使得中菲两国的政治关

系、经济文化合做获得了长足的进展[17]。此外，杜特尔特政府特地派遣专门的官

员与中国就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进行磋商，力求能够得到缓和。

3.2.3 南海问题寻求“软着陆”

杜特尔特在上任初期，在南海问题上向外界有过强硬的表态。他表示会在南

海仲裁结果的基础上维护菲律宾的南海主权，要求中国尊重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已为保卫菲律宾“领土”做好牺牲准备；希望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参与进来，对南

海问题采取多边谈判的方式来商议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杜特尔特认为，南海

问题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是不现实的。他也多次强调，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战争，

甚至愿意出资与中国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来将南海油气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并且

希望中国能够对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提供帮助。上任初期，杜特尔特的

南海政策有过摇摆，但是最终，他没有走阿基诺三世的老路，希望通过与中国双

[16] 李艳慧. 杜特尔特对华政策分析[D].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法制网，2016年 10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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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谈判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18]。

杜特尔特并没有将 2016年 7月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明显对于菲律宾有利的裁

定作为对抗中国的手段，而是选择了将裁决暂时搁置、淡化的方式。杜特尔特清

楚地意识到了菲律宾与高速发展的中国存在的经济、军事、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差

距。继续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对于菲律宾而言没有任何的好

处，反而会对菲律宾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杜特尔特力求能够将南海

问题“软着陆”，希望能够直接与中国进行和平的双边谈判。他多次表示：“在

处理南海问题时，菲律宾不会依赖与美国的防务同盟关系”、“要通过和中国进

行双边谈判来寻求南海问题的软着陆”[19]。此外，他还积极推进与中国在南海领

域的合作，希望能够共同开采南海的油气资源，并以此来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增强合作水平，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

[18] 杜特尔特的“摇摆外交”令日美头疼［EB/OL］．（2016-08-15）
［2016-11-12］．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0992-20160815．html．
[19] “Duterte wants talks with China on sea dispute within the year”［EB/OL］．（2016-8-24）［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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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杜特尔特政策调整的原因

“中间地带”国家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影响其利益的因

素也是复杂多变的。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与大国的敌友关系成为了“中间地带”

国家时时刻刻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习惯性地表现出多变性的

立场和想法。对敌我关系的转换已经习以为常。杜特尔特和阿基诺三世政策风向

的大幅转变，对于菲律宾而言是追求国家利益的直接后果。

4.1 “一边倒”政策走入僵局，国家利益受到影响

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强硬的亲美反华政策，将菲律宾捆绑在美国的亚太再平

衡战略之上，而作为亚太战略的重要部分和排头兵，菲律宾并没有获得客观的收

益。同时菲律宾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与中国的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反

而盲目追随美国的步伐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挑衅和施压措施。在阿基诺三世当权

时期，中国领导人与阿基诺三世甚至并未举行过任何首脑会议，在菲律宾政府历

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是当时菲律宾政策选择导致的必然结果。菲律宾对中国在南

海争端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系列对抗政策，直接导致中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投资和旅

游人数多年负增长，对菲律宾这个旅游业占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国家造成了巨大

的损失。

菲律宾虽然是东盟的第二大国家，但是国家实力并不强，与中美这两个大国

相比，只是一个小国。在安全上无法实现自助、在经济上对外依存度高。作为“中

间地带”国家的典型代表，与某一大国结盟反对另一大国虽然也是可以采用的外

交战略之一，但是这种战略选择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会带来敌对大国对于本国

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菲律宾极力的拉拢美国，对抗中国，招致了中国的强硬

对抗，国家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但是追随美国所获得的利益和实惠

并不足以弥补所受到的损失。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

针，有利于中菲两国就南海问题就行友好的协商和谈判，同时中国由于地缘上的

优势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实力，能够直接对菲律宾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使菲律宾

的国家利益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

4.2 菲律宾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杜特尔特在地方任职多年，政绩斐然。在成功当选总统之后，他把执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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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心放在内政上面。他当选后向外所透露的其政改方向和主要内容：严惩犯罪

分子、打击贪污腐败，尤其严惩警察涉毒行为，并给出了整治贪腐犯罪的 6个月

之约；推行联邦制的改变，促进地区和平；将废除多年的死刑重新恢复等[20]。这

些政改举措都将给新政府带来诸多领域的反对力量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挑战，杜特

尔特的执政地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同时这些政改的举措需要大量的外部投资，

菲律宾目前的经济扔存在许多问题，虽然菲律宾近些年经济获得了加速增长，但

是并未能够解决贫困问题[21]。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全

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和外汇储备国，同时还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但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产能过剩等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走

出去”的战略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发展的重要途径。

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势必会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向海外发展。

而菲律宾因为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使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都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一个关键国家。想要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就需要改善

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杜特尔特访华前夕取消对菲律宾的进口禁令和旅游安全提

醒，势必会给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重新注入活力，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4.3 杜特尔特的个人因素

杜特尔特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南部政治家，个人成长环境决定了美国在文化

价值方面对其影响不深。2002年达沃市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嫌犯是一名美国籍人

士，美国中情局不顾菲律宾方面的反映，将嫌犯私自带回美国，这一举动让杜特

尔特感觉受到了侮辱，对美国深感失望[22]。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最

大的城市达沃市市长长达 25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以打击罪犯的“铁

腕手段”而著称。注重实效的“铁腕统治”使其治下的达沃市长期成为全国最安

全的城市。因此，过去的治理经验让他更加注重国家内政外交的实际效益。在对

美国的态度上，杜特尔特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于在南海与中国发生冲突时美

国是否能够提供积极的支持持怀疑态度[23]。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前对选民作出的包括严厉打击毒品、整治贪腐等的竞选承

[20] “杜特尔特何以赢得菲律宾总统大选?”http: / /news．xinhua-net．com / world / 2016－05 / 11 /
c_128975574．html．
[21] 张宇权，洪晓文. 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2016，(12):47-52+64.
[2017-08-29].
[22] “Duterte to US: Are You with Us?”Philstar，May 17，2016．
[23]徐舟. 菲律宾改变对华外交政策的成因分析[D].外交学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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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是促使民众支持他成功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为杜特尔特政权提供了合法

性的基础。而铁腕政策就是其鲜明的政治风格。美国政府大肆干涉菲律宾内政，

会使杜特尔特的统治受到影响，削弱其政治影响力，尤其美国政府的批评会使杜

特尔特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

4.4 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下谋求本国经济利益

作为典型的“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国激烈对抗之中通过调整自己的内政外

交，谋求本国更多的利益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二战之前，菲律宾作为

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唯一殖民地，其他东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据点被日本和英国

所控制，美国在英日的夹击中并没有太多的战略空间，菲律宾的地位变得举足轻

重，因此美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守住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据点。二战后，韩国和日

本先后为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和港口，菲律宾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美菲之

间《美菲贸易协定》、《美菲军事援助协定》、《美菲共同防御协定》等协定的

签署，确保了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继续存在。

菲律宾安保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美国，但是美国之前的外交重心并不在此，所

以菲律宾并没有从美国得到多少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周边的台湾、韩国、日本

等地区和国家作为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伙伴，与美国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促

进了本国的经济繁荣，与菲律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蓬勃发展，经济影响力逐渐辐射到了这些周边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资本输

出和基础设施输出方面，是菲律宾十分需要的。

就在菲律宾想要从中国方面获得更大的经济实际利益之时，美国提出了“重

返亚太”的战略，菲律宾人能够敏锐的察觉到，美国想要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

一定的遏制和防范，菲律宾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势必会给菲律宾带来快速发展

的机遇和新生动力。所以当时的阿基诺三世政府极力的表现，采取诸多手段来拉

拢美国对抗中国，甚至配合美国的要求，发起了南海仲裁案。但是，菲律宾的这

一些行为并没有得到实惠，美国对菲律宾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利益输出。美国

新一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虽然推翻了之前奥巴马的

“重返亚太”战略，提出了“印太战略”但实质上仍是想要联合日本、印度等国

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

中国面对美国这一系列遏制策略，提出的应对之策便是“一带一路”的倡议，

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主要航路都以南海为重要节点。南海争端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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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在对“一带一路”倡议新形势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力，想

要让“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顺利的进行，就要求南海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

这样不但能够使经贸关系顺利进行并可能带来新的机遇。新上台的杜特尔特迅速

转向靠近中国的选择也不难解释，就是扭转上一任政府在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

实际性经济利益的情况，通过倒向中国以换取更多、更现实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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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展望

“中间地带”国家处在大国间的对抗、竞争之中，由于国家实力弱小，缺乏

外交的自主性，因此十分看重自己在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性。对于“中间地带”

国家而言，与周边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实行大国平衡的战略，尽力的利用各方资

源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为本国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是大多数“中间地带”国

家的选择。

杜特尔特大幅调整外交政策，主动向中国示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首先能

够为菲律宾的发展换取实际的经济利益。而通过咒骂、批评美国，利用美国想要

遏制中国的心态，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等战略实施给美国带来新的压力，来

让美国主动向菲律宾提供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杜特尔特的大国再平衡的战

略，大体上呈现出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就菲律宾当下经济发展的制约入手，推

动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继续依仗美国，确保自身的安

保利益。可以看出，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杜特尔特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菲律宾获得更大的利益，为其寻求地缘平衡的国际战略所服

务[24]。

5.1 中美之间寻找平衡

“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中间地带”国家不能在两大国之间玩“拉一方打

一方”的古老政治游戏。冷战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任何两个大国

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都大于、甚至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大国和任何一个“中间地带

国家”的共同战略利益。两个世界性的大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国真正的诉诸战争，

这并不符合当下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付出与回报并不成正比[25]。

杜特尔特非常清楚这一点。菲律宾一改之前的“一边倒”政策，重新向大国

平衡战略靠拢，因为他认识到，就目前的国际态势而言，美国不可能真正的因为

菲律宾而与中国爆发战争，阿基诺三世政府在美国面前的极力表现，并没有为自

己争取到特别大的利益，特别是关乎于政治稳定性的经济利益。南海争端如果能

够得到缓和，中菲两国加强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对中菲两国的国家利益都有积极

的影响。杜特尔特选择在与中国的外交中暂时淡化南海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缓

[24] 周永生.杜特尔特的亚太战略与纵横之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01):38-45+95.
[25] 王鸣野. “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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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海目前的紧张局势，并不意味着会就此放弃争夺南海的利益，也不意味着中

菲南海争端的真正解决。对于国际仲裁法庭出具的有利于菲律宾的南海主权仲裁

结果杜特尔特并未放弃，也没有宣告结束对有关岛礁和海域的主权声索[26]。

5.2 利用中美对抗获取利益

中间地带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摆脱与大国的纠缠。因此，如何与大国

相处就是“中间地带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之道。对“中间地带国家”而言，

由于自身实力的弱小，外交上缺乏自主性，只有依靠自身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性

与各大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利用各方的资源将本国利益最大化，才是最好的选

择。“中间地带”国家甚至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调节大国间的关系，推动

大国良性竞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27]。

虽然杜特尔特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的与美国水火不容，但是对于与美国的关

系，菲律宾并不会真正与美国交恶。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使得原有的美菲军

事关系受到削弱，美国取消对菲律宾的步枪出售计划。杜特尔特在中菲经贸合作

论坛上声称的“菲律宾要求与美国在经济甚至军事上分道扬镳”的过激反美言论

对两国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动荡。这种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美国而言是可

以放弃菲律宾的理由，但是作为弱小的中间地带的国家，菲律宾在实际行为中往

往表现出自我修补的举动，在提出与美国分道扬镳之后，菲律宾财政部长卡洛

斯·多明戈斯三世（Carlos Dominguez III）就针对这部分发表声明说与美国依然处

于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杜特尔特从中菲经贸合作论坛回国之后，也强调说这种言

论并不是要和美国方面彻底断交[28]。此后，针对之前发布的言论产生的不当的后

果，杜特尔特政府机构在多次的公开性交流中，依然在强调美国是其主要的同盟

国。同时强调这种言论仅仅是一种策略，并没有在实际的战略部署中进行一定的

落实[29]。杜特尔特针对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政治倾向，会选择继续将美国引入南

海问题当中，为菲律宾争取美国的更多援助，以得到更大的实惠。这是杜特尔特

所采用的国际战略。

杜特尔特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对美菲关系有任何实质性破坏，

也没有像阿基诺三世一样引美国入局，使菲律宾和美国捆绑在一起，站在中国的

[26] 朱陆民.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
[27] 王鸣野. “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vii.
[28] James Griffiths．Matt Rivers and Pamela Boykoff，Philippines not really severing ties with us，Duterte says［EB/
OL］．（2016-10-2［2016-11-10］．

[29] 朱陆民.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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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面之上。大国间进行合作，“中间地带”国家才有更多的机遇和稳定的外部

环境，才能实现更多的国家利益。杜特尔特执政后提出可以与中国合作来开采南

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并将国际法庭做出的明显对中国不利的裁决搁置，极力的淡

化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消极影响，从而加强三方合作的可能。中菲共同

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协议一旦达成，势必会围绕这一巨大的经济利益形成一个完

整的全球产业链，美国作为技术输出国和资本输出国，也会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合作环境下，菲律宾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增强本国的海

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菲律宾本土旅游、渔业

等资源的开发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5.3 对外索取经济利益，稳定国内政局

“中间地带”国家处在大国博弈的漩涡当中，一言一行都具有敏感性。一味

的强调大国战略容易引起大国的怀疑和遏制，极不利于本国的发展。在外部环境

受制约的时候，发展国内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才是当务之急。以此指导思想规范自己和大国之间的关系，制定适当的政策来通

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既能稳定领导者的统治又不会引来

战争之祸[30]。作为一名菲律宾的老牌政客，杜特尔特十分清楚，在中美两大国之

间的夹缝谋求过高的国际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和美国都不可能同意菲律宾任

性胡为。菲律宾数百年来的政治家族式的垄断统治，如何稳定自身的统治才是当

下的重中之重。杜特尔特一直以来以铁腕政策而著名，上台以来的雷霆扫毒事件，

甚至宣布可以直接射杀毒贩的举措都令国际社会哗然。但不得不承认，杜特尔特

的这一系列举措，博得了菲律宾广大普通民众的好感，提升了自身的形象。

菲律宾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畸形，服务业占比甚至高达 50%以上，严重制约了

经济的稳定、全面发展。而国内寡头和精英阶层对国家政治干扰的存在，更是让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内社会暗流涌动。所以杜特尔特在上任之初就频频出访周

边国家，进行友好的协商和洽谈，推动经贸合作。从中国离开时便获得了高达 16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适逢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十分契合菲律宾经

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杜特尔特势必会继续加强与中国

的经贸合作，并寻求更多的外部力量协助其推动国内社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提

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政府公信力，缓解社会矛盾。

[30] 王鸣野. “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 ［M］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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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结 论

“中间地带”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根本利益，需要在大国的斗争之中不断调

整自己的政策战略，在维护本国的安全的基础之上获得发展的机遇和机会。在政

策选择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明显的反复性和摇摆。

菲律宾受美国殖民的影响，文化、思想等方面美国化严重，国内亲美力量强

大，尤其是国内的精英阶层自觉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美国干涉菲律宾的内政外交使得政府十分不满，但是强行剥离势必会对引起

国内亲美力量的对抗，引起国内社会的动荡，甚至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击报复，

给菲律宾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对待美国的态度始终处于摇摆状态，在政策执行

的过程中会产生矛盾。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虽然没有美国这么渗入到社会的各个

角落中去，但是在地缘上，对菲律宾有直接安全含义，经济来往也更加直接，也

是菲律宾无法摆脱的大国。更何况在如今菲律宾需要经济新活力和国际资本注入

的情况下，资本和基础建设输出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不可放弃的选择，

杜特尔特不停在寻找恰到好处的机会，在不放弃南海主权的同时与中国加强经贸

往来，推动经济发展。

不管是阿基诺三世的“一边倒”亲美制中政策还是杜特尔特当下所表现出的

疏美亲华的“重回大国平衡”的政策，归根到底是为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所以，

“中间地带”国家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性是相当正常的。现下杜特尔特表现

出来的种种看似过激和指向性明显的行为，只是一种国际战略的展示。杜特尔特

力求能够在中美两大国的夹缝，通过菲律宾现今的实力和国际定位，审时度势地

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进而巩固其统治的策略。“中间地带”国家的反复无常

已经成了常态，只要能够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再次发生转

变也是可以预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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