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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真真要要跟跟我我们们分分手手吗吗””
美高官访菲“救火”，确认两国没绝交

你真要跟我们分手吗？
据英国路透社24日报道，美
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证实，美
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已
经到达菲律宾，将与菲律宾
外长会面，商讨美菲双边关
系的走向。

杜特尔特上周访华期间
提及要跟美国“分手”，在亚
洲乃至西方引发轰动。24日，
杜特尔特对日本进行为期三
天的访问，他在行前称，磋商
的大部分将为经济合作。

菲律宾：
只在外交上与美“分开”

菲律宾Rappler新闻网报
道，此次扮演美菲关系“救火队
员”的拉塞尔，2013年7月开始
担任助理国务卿，此前是美国
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也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
的高级主管。在白宫，他参与制
定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该战略也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
基石。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
拉塞尔将讨论“涉及美菲关系
的广泛问题”，“杜特尔特近来
的有关讲话将是讨论议题，我
们寻求菲律宾政府作出一些澄
清”。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称，
美国对杜特尔特“与美国诀别
的发言”极感困惑，决定紧急派
遣拉塞尔访菲。访菲之后，拉塞
尔还将访问泰国和柬埔寨。

事实上，杜特尔特访华结
束返回菲律宾后就举行记者会
说明与美国“分手”。《菲律宾星
报》23日报道说，杜特尔特称，

“应该从我一直以来的表态中
理解我的话，这不是切断关
系。切断关系就是断交，我不
能那么做。”他表示，保持与
美国的外交关系符合菲律宾
的最佳利益，“切断意味着断

开，分开则是采用另一种做事
方式。”

杜特尔特承认，菲律宾没
有准备好切断与美国的关系，
而且许多菲律宾人在美生活、
工作，他称自己明白切断与美
国关系会带来的经济影响，“我
说‘分开’的真正意思是从一种
外交政策中分开。”杜特尔特表
示，将会和军方以及警方协商
如何处理菲美现存协议，包括

《增强防卫合作协议》，他认为，
现在菲律宾是时候自己决定命
运而不是听命于美国了。

美国：
还不是很放心

杜特尔特的澄清看上去让
菲律宾不少媒体松了一口气。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23日
评论道，“杜特尔特拆掉了分
手炸弹的引信，保留与美国
的关系”。但能看得出，美国
政府显然还是不放心。欧内斯
特称，“从他以前大量的言论来
看，我们希望得到有关总统杜
特尔特及其政府意图的更多澄
清”。

《马尼拉公报》评论说，华
盛顿竖起耳朵，想搞清楚杜特
尔特到底想“弃美”还是“气
美”。美国进入总统选战倒计
时，美菲关系并未成为焦点，

但华盛顿对于与亚洲盟友的
外交关系转为被动，还是不太
习惯。

美国媒体则要激烈许多。
彭博社不满“菲律宾炸毁了奥
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美国

“市政厅”网站上，一些网民要
求“立刻取消对菲律宾的所有
援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
分析文章认为，美国是菲律宾
的安全监护人，也是其头号武
器供应方。1999年以来美国深
深介入菲律宾军队的改革、
重建以及武器供应，这还不
包括美菲共同的历史以及人
际交流。菲律宾是美国的前
殖民地，冷战期间美军在此
驻留；菲律宾也是亚洲最亲美
的国家。美菲之间这种庞大的
关系网络在短时间内不会消
失，如果菲律宾总统试图走得
太快，在他6年的总统任期内将
使菲律宾陷入动荡并面临政治
风险。

另据《马尼拉标准报》23日
报道，菲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支
持杜特尔特在外交政策上与美
国“分手”，他称美国政府早应
该停止干涉菲律宾内政。不
过，79岁的埃斯特拉达担心
杜特尔特与美国分手的言论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可
能被废黜，2001年埃斯特拉达
就遭此下场。

中国：
不会任由美在南海胡来

美国官员称，拉塞尔此行
将会见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
雅赛，但没有透露双方将要讨
论的问题细节。一名菲律宾外
交官员称，雅赛与拉塞尔将讨
论杜特尔特与美国“分道扬镳”
言论后的双边关系。双方是否
就南海问题的立场进行讨论，
尚未可知。

但美国已经在南海问题上
“坐不住”了。21日，正值杜特尔
特访华期间，美国海军“迪凯
特”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
沙领海。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
冒险举动表示坚决反对，并采
取一系列有力反制措施。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1
日表示，中国海军“广州”号导
弹驱逐舰和“洛阳”号导弹护卫
舰当即行动，对美舰进行识别
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当前，
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
海局势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在
此形势下，美方派军舰擅自进
入中国领海，就是唯恐天下不
乱，试图通过此举搞乱局势，从
中渔利。这恰恰证明，美方是南
海局势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他
说，中国军队将根据需要加大
海空巡逻力度，强化各项防卫

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的主
权和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态
称，中方将继续严密监控有关
海空情况，并根据需要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捍卫中国的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益。

人民日报23日刊文称，中国
不会任由美国在南海肆意胡来。
在中国同相关国家关系改善、稳
妥解决南海问题出现令人鼓舞
的新势头之际，美国派军舰来中
国领海挑事，此举再清楚不过地
向世人表明，美国看不得南海趋
于平静、容不得地区局势稳定，
如果没有谁帮助它在这里惹是
生非，华盛顿就会气急败坏自己
跳出来生事。

因此，拉塞尔此次紧急访
菲，或许也会试图重新推动南海
局势适度紧张，在南海问题上给
中国“制造麻烦”。但杜特尔特在
访日前也表示，他将告诉日本首
相安倍，中国和菲律宾已同意

“保持克制”，不会通过武力方式
改变争议领土现状。

新华社称，只要域内国家
坚定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所
在，有强烈的维护和平稳定的
信心和决心，不随域外国家挑
起事端的想法和做法起舞，域
外国家即使心有不甘，也不易
在南海掀起太大的风浪。

（宗禾）

朴朴槿槿惠惠力力推推修修宪宪，，或或允允许许总总统统连连任任
七成民众表示支持

本报讯 韩国总统朴槿惠
２４日宣布，将成立专门机构负
责拟定修宪案，力争在自己任
期内修改宪法中有关限制总统
任期的规定。

韩国１９８７年通过修改后的
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５年，不
得连任。这一规定被认为有利于
终结当时有关军政府统治的历
史遗留问题，对韩国逐渐过渡到
民选政府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朴 槿 惠 当 天 在 国 会 就
２０１７年度预算案发表讲话，提
及有关总统任期的修宪想法。
她说，现行宪法规定的总统５

年单一任期制已经完成历史使
命，如今已不合时宜，成为韩国
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她举例称，这一将总统任
期限制在一届的规定导致韩国
无法从长远角度完成一贯的、
可持续的政策目标，而政界往
往陷入极端对抗状态。比如，总
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政界就
会出现针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
斗争格局，党争和对立呈现常态
化趋势，争权比民生更受重视。

“现行宪法下的单一５年制
总统任期已经施行了近３０年。”
朴槿惠说，“它可能适合过去的

民主化阶段，但现在已经成为
‘不再合身的衣服’。”

朴槿惠提出，经过深思熟
虑后她认为，对治国理政大框
架进行根本性改革十分重要，
从政治议程上来看，目前修宪
最合时宜。她表示，为了争取在
任期内完成修宪，将建立负责
修宪的政府组织，拟定修宪案。
朴槿惠还呼吁国会成立修宪特
别委员会，听取民众意见，并讨
论修宪范围和内容。

韩联社报道，朴槿惠这一
表态令外界颇感意外。她先前
曾反对就修改总统任期有关宪

法规定展开任何全面讨论，理
由是政府应集中精力处理更为
紧迫的经济和安全议题。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
器”公司今年６月发布的一项民
调显示，大约７０％的韩国民众
认为应修改现行宪法；４０％的
民众认为，韩国应该允许规定，
即一届任期４年，可连任一次。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人
士称，朴槿惠上月中秋节假期
结束后下令推进修宪准备工
作。如果有必要，朴槿惠会以总
统名义提议修宪，但考虑到达
成国民共识的重要性，现阶段

还没有确定具体修改方案。
根据韩国法律，修宪案可

由总统或国会提议，须得到国
会三分之二议员支持才能获得
通过，并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接
受方可施行。

尽管要求修改宪法的民意
呼声强烈，但韩国国内对于如
何修宪尚没有相对一致的意
见。一些人希望通过修宪允许
总统连任一届，以保证中长期政
策的稳定贯彻；另一些人则对总
统权力过于集中存在异议，认
为应通过修宪建立议会制，削
弱总统权限。 据新华社等

22日，杜特尔特在达沃国际机

场举行记者会。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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