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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菲律宾的枪声让人警醒
8·23菲律宾劫持香港游

客事件震惊国内外，事件以

流血告终的结果，引发香港

乃至整个华人社会对菲律宾

的不满。随后在菲律宾发生

的一些不妥善的行为更令国

际舆论哗然。英国《泰晤士

报》则认为：菲律宾正成为东

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我

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和

菲律宾这个国家，并从中得

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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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是“失败国家”吗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

游客事件发生后，《泰晤士报》
将菲律宾认定为“失败国家”，
这里的“失败国家”是什么意
思？您是否认同菲律宾是“失
败国家”的观点？
马凤书：“失败国家”并不

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最初
是西方学者对冷战后某些内
部秩序极度混乱国家的称呼。
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和平基金
会”和《外交政策》杂志曾制定
了确定“失败国家”的12项标
准：丧失对领土的实际控制或
无法完全掌握合法动用武力
的权力、合法权力机构的集体
决策能力严重削弱、腐败现象
严重、存在大量犯罪行为、难
以获取公众的支持、大批人口
被迫背井离乡、经济急剧衰
退、群体间不平等、有组织的
迫害或歧视行为、严重的人口
压力、人才外流和环境恶化
等。如果按照上述12项标准
来衡量，我基本同意《泰晤士
报》的说法。

李庆四：就狭义而言，菲
律宾在8·23人质劫持事件上
一败涂地的表现确实是具有
“失败国家”的一些行为特征。
当然，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
看。一方面，如果是菲律宾政
府有意与中国过不去，那么这
种拙劣表现就是有预谋的，应
该另当别论；另一方面，如果
确实是能力所限，那么这样一
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确实令人
想起了“失败国家”。
赵可金：菲律宾的问题比

较复杂，有经济现代化过程中
治理不善的原因，也有菲律宾
在政治制度上机械地模仿美
国和西方国家的原因，还有更
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客观
说，菲律宾近年来的问题在性
质上属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
现的社会矛盾激化，对国家转
型、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提出
了新的改革要求。一旦菲律宾
的改革成功，菲律宾仍然是一
个正常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失
败国家。

劫持事件将产生何种影响
王宇辰：近几年来菲律宾

国内人质劫持事件不断。面对
这种局面，您认为菲律宾政府
该如何处置？
李庆四：近年来菲律宾国

内人质事件的发生对这个国
家的国际形象产生了重创。面
对这种困境，菲律宾政府需要
进一步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政
治扯皮现象，从而赶上东南亚
经济发展的快车，加快脱贫的
步伐，实现社会公正。当然，治
理泛滥的腐败问题，也是这个
民主国家的头等大事。
马凤书：阿基诺三世尽管

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当选与
此不无关系)，在竞选期间他

也曾宣称要惩治腐败，恢复秩
序，发展经济，促进公平，但以
他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
其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来看，
他还没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一
点。
赵可金：后发达国家在推

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
挑战就是政治不稳定，要想维
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必须建设强大的
政党。然而，阿基诺三世属于
自由党，在力量上比不上民主
力量党和民族主义人民联盟，
阿基诺要凭一人之力在风雨
飘摇的菲律宾政局中力挽狂
澜，显然希望不大。

中菲关系能否经住考验
王宇辰：8·23劫持香港

游客事件对中菲关系有着怎
样的影响？

赵可金：两国政府关系
估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一
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
大局是不会因为这一事件
受到太大影响的。另一方
面，抓住中国经济崛起的机
遇，实现菲律宾经济发展战
略的转型，已经成为菲律宾
的既定方针。如果从中国东
盟自贸区的发展前景来看，
我个人认为菲律宾的发展
前景只能是越来越好，我们
不能跟着西方国家夸大游
客事件的负面后果，现在不
排除有西方国家借此挑拨
离间，分化中国和菲律宾关
系的可能。

李庆四：这次人质灾难
严重伤害了中国与菲律宾的
关系。但中国政府一定会把
与中国在该地区的整体战略
结合起来进行应对，而不可
能完全就事论事地来处理。
如果只是上面我所说的第二
种情况，即政府在此事件上
的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也只
能期盼并促使其做出相应妥
善的安排；如果是另外的情
况，那就比较严重了。随着中
国自身海外利益的不断增
长，今后对于周边地区发生
类似灾难时，一定不能置身
其外，而是协助承担具有建
设性的工作。这正如我们经
过权衡而参加波斯湾护航那
样。

马凤书：菲律宾是目前

唯一明确表示不希望美国介
入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国家，
这一点得到了中国的充分肯
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劫持香
港游客事件对中菲关系不会
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中国
政府对此事极为克制的反应
和态度恰恰是从大局考虑的
理智之举。尽管在危机处理
过程中和危机后出现了许多
令人匪夷所思的重大失误，
但菲律宾政府对此事也高度
重视，不仅公开道歉，还开始
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处理了相
关责任人，而且举行了全国
哀悼。在类似事件中这是从
未有过的。至于两国民众中
出现的一些相互反感情绪，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
平静下来。

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王宇辰：在中国当前社

会风险因素增加、矛盾不断
激化的情况下，我们能从菲
律宾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什
么？

李庆四：随着经济的
发展、社会多元化发展和
人们平等意识的不断提
高，在人们享受现代生活
成果的同时，社会治理的
成本也相应地提高了。由
于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引起
的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
是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心
理，外部对中国国内局势
的影响将同步上升。所以，

国内国外两种力量的合流
就使得今天的社会稳定工
作变得更加严峻。这样的
问题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式简单的“维稳”所能
解决的，而是需要进行深
层次的改革。

马凤书：此次在菲律宾
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对中国
应该是一次警示，它表明，如
果不根本消除社会腐败和社
会不公，不大力改善民生和
扩大民主，不大力提高政府
的公信力，政府的合法性就
得不到国民的认可，社会反
抗就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

来，社会局势也就难以稳定，
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

赵可金：在走向全球化
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矛盾和
风范也会扩大。从菲律宾的
经验教训中，中国应该注意
加强对社会矛盾的治理，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
面，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改
革开放的道路。另一方面，也
不要忽视严厉打击各种违法
犯罪，净化社会环境，对各种
黑恶势力绝不姑息，彻底铲
除滋生社会暴力行为的社会
土壤，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携手前进。

菲律宾为何

多发人质血案

暴力持续蔓延

菲律宾80多个省
份中60余个省份反政
府武装活跃。菲律宾去
年的绑架勒索案已达到
138起，分析人士认为
这与大量失业人数有
关。不少失业青年加入
犯罪集团通过绑架勒索
赚快钱。

贪污腐败蔓延

贫富悬殊导致社会
对立，而行政、司法体系
对这一问题的畏首畏
尾，患得患失，以及权力
对特权的庇护，使得家
族政治、社会暴力，成为
菲律宾上上下下“讨说
法”“讲道理”的常见手
法。整个社会，不论强势
或弱势群体，都出现了
对常规法律、行政程序
缺乏信心，而宁愿诉诸
“自己的道理”。

政府施政乏力

人口近1亿的亚洲
第二大群岛国，其维持
治安能力却十分孱弱，
菲军队的战斗力被认为
是“二战水准”，警察队
伍则更虚弱。首都马尼
拉还被称为“亚洲绑架
之都”。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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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民众冒雨悼念香港遇难游客。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