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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冷观察

菲律宾有多少底气搞“强硬”
吃不饱饭

还对中国“叫板”

在东南亚，从人口来看，菲律
宾是排名第二的“大国”。菲律宾历
史上曾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美国
殖民者在菲律宾留下了英语的主
导地位以及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菲
律宾独立后的
十几年间，它
的人均GDP仅
次于日本。在
上 世 纪 8 0 年
代，菲律宾还
被称为“亚洲
四小虎”之一。
但现在的菲律
宾离当年的风
光已经太远。

与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
相比，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的
基础设施陈旧
落后得多。马
尼 拉 的 尼 诺
伊·阿基诺国
际 机 场 给 人

“ 脏 乱 差 ”之
感，机场缺乏
规划，3个航站
楼之间彼此无
法连通亦没有
接驳车，往来
需要“打的”才
行。进城道路
两旁的房屋低
矮破旧，马路
也 是 坑 坑 洼
洼。

记者在菲
律宾期间正好
赶上马尼拉准
备举办亚洲开
发银行年会，
可 能 是 为 了
展 示 自 己 的
形象，菲政府在从马尼拉机场到
市中心的路上搭建了长长的一
道“遮羞墙”，并在墙上打出国家
宣传广告以遮挡贫民窟，被当地
媒体嘲笑为“欲盖弥彰”。但拙劣
的遮羞墙却挡不住随处可见的
贫民。在马尼拉市中心公园，四
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许多人晚
上拖家带口在公园过夜。

近来，菲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
中国强硬，对内则不断给自己“报

喜”，以图提高民意支持率。尽管阿
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2011年的
经济增长率从前一年的7 .6%快速
下滑为3 . 7%，但菲经济计划部长
帕德兰加日前仍“信心十足地”表
示，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5%。

菲律宾投资委员会也宣称，今
年迄今为止，菲股市市值上涨超
20%，表现跻身世界前10位。不过，

普通市民却表
示，“这与我们
无关。”菲律宾

《马尼拉时报》
9日称，根据最
新民调结果，
在前3个月中，
声称至少有一
次没东西吃的
菲律宾家庭达
23 . 8%(约480
万个家庭)，家
庭饥饿发生率
平均为 20%；
而认为自己贫
穷 的 人 有
55%，均创近
年来新高。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院
长庄国土说，
经济疲弱是目
前菲律宾在南
海问题上“强
硬”的背景之
一。南海周边
国家都在南海
大量采油，菲
律宾在这方面

“落后”，而其
恰恰是最缺乏
能源的，经济
也最弱。阿基
诺三世上台前
承 诺 振 兴 经
济，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它能
否在南海开采
到能源。这是

涉及阿基诺三世政治前途和兑现
竞选承诺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次争
端中才表现得特别偏执。

政府“强硬”做法

招致部分民众反感

许多菲律宾人都很怀念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辉煌，当时的菲律
宾被称作亚洲的“海上明珠”。许多
菲律宾人提到马科斯时代总有一

种难掩的矛盾心理。马科斯位于马
尼拉湾的“椰子别墅”，如今已被改
造成一个供公众和游人参观的观
光点。一名当地导游谈起马科斯时
代时，一边痛骂马科斯夫人伊梅尔
达有3000多双名贵鞋子，一边眉飞
色舞地谈起当年的辉煌。他说，现
在马尼拉市内的多数轨道交通、高
架桥等基础设施都是当年留下来
的，而现在的官员们不仅贪腐依
旧，而且什么也没有留下。

实际上，在一些菲律宾人眼
中，菲总统阿基诺三世仅是一个政
治家庭的公子哥。他上任至今近两
年来，仅召开过几次全体内阁会
议，这使他饱受质疑。马尼拉不久
前曾数次爆发名为“懒洋洋的诺伊
诺伊”(阿基诺三世的昵称)的示
威：示威者在街上或坐或躺，摆出
各种懒洋洋姿势后一动不动，抗议
阿基诺三世对民生问题无动于衷。

在菲律宾，有200多个世袭政
治家族，比较活跃的超过100个。菲
国会众议院议员中约2/3来自各地
的政治家族。这些家族还垄断了众
多省长、市长等行政职位。政治家
族之间的争斗也使菲律宾政治暴
力多，政变频繁。2010年震惊世界
的马京达瑙省政治绑架、杀害案，
就是当地第一大政治家族安姆帕
图安家族针对第二大政治家族曼
古达达图家族的血腥报复，而这些
地方家族又与中央官僚沆瀣一气，
编织成复杂的关系网，令政治更加
乌烟瘴气。

菲政治乱象也让国内民众愤
怒。这种心态，不仅使一些菲学者
公开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黄岩
岛属于中国，普通百姓也对政府在
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表示反感。
在网上有关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向美国求援的文章发出后，吸引了
众多菲网民留言，虽然有不少人同
意“强硬对抗中国”，但也有许多网
友怒斥政府腐败。一名网民留言
称，“我们总是指责中国以强凌弱，
但我们真正该考虑的是为什么会
落到如此的境地，我们政府代表的
是那些浪费并偷窃国家财产的精
英寡头们的利益”。

一些菲网民对政府派军舰前
往黄岩岛海域表示质疑。有网民
说，美国中情局对世界各国军力的
评估中，在军事开支占国家GDP比
重这一指标上，菲律宾排在136位，
落后于汤加和索马里。被菲律宾称
为“史上最强”的两艘军舰，其实只
是退役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
根本不是正规作战舰艇。一些人讥

讽菲律宾是“亚洲唯一有海军却没
有海军导弹的沿海国”。

庄国土认为，从1975年菲中两
国建交，以前历届菲政府都非常重
视与中国的关系，在南海争端中一
般都采取相对理智的立场。阿基诺
三世之所以如此“突破”除了经济
背景外，还想以这种对外的强硬来
堵住其他政治家族对他的攻击。外
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
教授苏浩说，面对国内难以解决的
问题，菲律宾这届政府把矛头指向
国外，以强化政府统治，转移民众
视线，这就是菲政府不断在南海问
题上挑衅的心态。

菲商界担忧

“对中国制裁”适得其反

对于与中国之间的南海争端，
菲律宾不断有政客发出“狂言”要

“惩戒中国”。菲众议院少数党领导
人苏亚雷斯日前就扬言将提出议
案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阿基诺
三世不久前也公开表示，2010年菲
律宾有80万人到中国，而只有20万
中国人到菲律宾；菲律宾对华直接
投资达25亿美元，而中国对菲直接
投资仅为6亿美元。他说：“我认为，
如果说菲律宾不是大哥(指中国)
的好兄弟是不公平的。”有分析认
为，阿基诺三世显然是觉得自己在
经济上不依靠中国，所以可以对中
国“强硬”。

菲政客的激进言论引发了国
内商界的不安。有菲贸易组织人士
表示，中国将在2016年成为菲最大
的出口市场，“抵制中国产品最后
的输家是菲律宾自己”。菲工商总
会表示，黄岩岛争端已影响到了两
国的双边贸易、旅游、投资等多个
领域。菲媒体在报道其出口中国的

两批香蕉受阻后，开始关注中国一
些赴菲旅游团正准备取消行程。

许多菲商业人士、学者及普通
百姓都认为黄岩岛事件继续僵持
下去势必会影响菲国内经济。一名
商界人士说，在阿罗约执政期间，
中菲的经贸合作进展顺利，“只要
菲律宾政府提出项目合作意向，中
国便会予以考虑并同意”，但现在
肯定不可能了。在马尼拉最大的商
品批发市场“168”，市场里人山人
海，前来购买的都是普通百姓，每
月工资仅有三四千比索。一个市民
对记者说，对富贵阶层来说，没有
中国商品他们可以购买欧美商品，
但对数千万的贫穷老百姓来说，廉
价的中国商品是生活的必然选择。

现在阿基诺三世也开始面对
国内一些要求缓和对华强硬态度
的压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菲学
者说，此次黄岩岛争端，菲政府和
一些媒体很希望能将美国拉进来，
普通老百姓对菲中的领土争端并
不热衷，真正意欲将黄岩岛争端炒
大的正是菲政府和媒体，因为他们
认为菲中不过只是“打打口水仗”，
而他们又拥有美国这座“可依仗的
靠山”。但现在他们明白，美国不可
能为菲律宾牺牲与中国的关系。

这名专家认为，“菲政府迄今
为止强硬的态度来自‘还算可以’
的民意支持率，一旦支持率下降，
阿基诺三世便会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并进行改变”。事实上，要求对
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政客苏亚
雷斯如今态度已变软，他日前给自
己下台阶，称他原先的话只是为表
明“菲律宾不会被中国的威吓吓
到”，“抵制中国产品在经济上很难
实行，中国产品对抑制菲通胀起了
很大作用，而且禁令会让中国采取
报复措施。” 据《环球时报》

菲律宾近来在南海问题

上屡屡挑战中国底线，成为

最敢与中国显示“强硬”的国

家。除了往黄岩岛海域派出

军舰外，“抵制中国产品”、

“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声

音也不断出现。在亚洲，菲律

宾二战后曾经是仅次于日本

的“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

代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

一，但近些年已被泰国、马来

西亚等远远抛在后面，国际

媒体对这个国家的报道中满

是“反政府武装”、“绑架”这

类词汇。在许多东盟国家都

忙着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时，菲律宾为何敢频频对中

国“叫板”？

5月2日，亚洲开发银行第45届年会在马尼拉开幕，为遮挡贫民窟群，当地政府在机场到市中心的一座桥旁搭建了印有国家宣传广告的“遮羞墙”。。

马尼拉的一处贫民窟。

马尼拉北部墓地是菲全国最大的墓地，同时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
的穷人，形成菲律宾特色的墓地贫民窟。官方透露，马尼拉有5万穷人
住在各处墓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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