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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前總統杜特地接受《環球時報》獨家專訪：

南海原本很平靜，美國讓這裡充滿爭吵！
當《環球時報》記者向菲律濱民眾問起

對前總統杜特地的看法時，許多當地民眾都

對這位以「強硬」著稱的菲律濱前任領導人

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治下的菲律濱社會治安

逐漸好轉、經濟民生逐步改善，他還為菲律

濱創造了一個和平的外部發展環境，這些都

讓許多菲律濱民眾無比懷念。在菲律濱打開

短視頻社交軟件，也能看到許多民眾分享自

己拍攝到的杜特地退休後的生活。雖已退出

政壇，但是杜特地在菲律濱民眾中依舊享有

較高的聲望。近日，杜特地就當下中菲關係

等一系列問題在菲律濱達沃市接受《環球時

報》記者專訪。在專訪中，杜特地數次對當

下菲外交政策表達不滿，並直言南海風浪再

起，讓他感到傷心。

環球時報：基於目前中菲關係的現狀，

您希望向中菲兩國人民傳遞什麼樣的聲音？

杜特地：我想對中國、對你們的到來表

示感謝。你們來到這裡採訪我，圍繞菲中關

係、地緣政治、我們所處的糟糕政治局面進

行討論，我想中國人民至少可以從一位菲律

濱前總統這裡獲得一些清晰的觀點，去瞭解

我們希望菲中之間應該發生些什麼。

2016年當選菲律濱總統後，我試著制定

獨立的外交政策，這並非是反對美國，我對

華盛頓沒有意見，但問題是我們的外交政策

和美國高度捆綁，而這使得我們和中國的關

係不太友好。所以，我開始採取中立的外交

政策，向全世界宣佈我既沒有盟友，也沒有

敵人，只想保持中立，不需要向任何國家的

外交政策「卑躬屈膝」，尤其是美國的。我

們知道菲律濱此前幾屆政府總是支持美國，

無論在什麼問題上，而中國在亞洲地區總是

盡一切可能把我們聚集在一起，使大家成為

好鄰居。

美國的外交政策，如果從長遠來看，

它真的充滿了敵意。所以如果和美國站在一

起、認同美國（的做法），那麼我們和中國

以及東盟其他國家的關係就變得很模糊。大

多數東盟國家都實施非常中立、獨立的外交

政策，如果我聽了一些政府顧問的意見，那

麼可能直到現在，菲中關係都不可能得到改

善。這就是為什麼我慢慢地讓自己更超然一

些，建立獨立的外交政策並宣佈中國不是我

們的敵人。現如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吸引東盟國家和中國之間開展合作，但美國

對此非常擔憂，所以他們要求我們不要加入

這項倡議。不過，經濟合作又沒什麼錯，共

建「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好的倡議。

所以我明確表示，坦率地說，我更像是

中國的朋友。我也沒有與美國發生爭吵，我

只是不喜歡他們的行為和處事方式，他們總

表現出一種過去帝國主義的姿態。他們在西

班牙人之後佔領了我們的國家，但卻告訴菲

律濱人民說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這根

本就是無稽之談。我們本可以在沒有任何人

干涉的情況下自己發展菲律濱。

現在，中國和菲律濱之間有著強勁的貿

易關係，但在我去北京之前，榴蓮和芒果都

是無法出口到中國的。在我訪問中國時，我

懇請中國領導人考慮菲律濱的困境，通過農

產品出口的方式幫助我們賺錢，因為我們是

一個農業國家。

在我訪華之後回到菲律濱時，中國就向

我們打開了大門。中國幾乎允許進口菲律濱

所能生產的一切，所以我非常感激中國展現

的兄弟般的姿態，我幾乎要哭了，這對我們

菲律濱人來說真的很好。

現在，即使在雙邊貿易中，中國也離我

們很近，美國離我們很遠。我們和美國也許

有一些貿易關係，但是這種貿易關係和民眾

的生活無關，例如食物，我不認為我們和美

國有很好的貿易關係，也許是有的，但我不

想知道，也不感興趣。我們和美國的一些雙

邊關係側重於貿易，也許還有國防。我們一

直在討論這個問題，當中有一些涉及台灣問

題。我不認為這裡面應該有台灣什麼事，台

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

然後是南海的問題，當我還是菲律濱總

統的時候，這裡並沒有什麼爭吵，我們是可

以回歸正常（關係）的。我希望我們能阻止

發生在這裡的爭吵，因為美國人在逼著菲律

濱政府在這一地區找一個可以找碴吵架的地

方，但最後這可能會挑起一場戰爭。我非常

確定，就是美國在給菲律濱下指令，告訴本

屆菲政府不要害怕（去挑釁），因為美國會

支持馬尼拉。

不過，我不認為美國會為我們出生入

死。現在，美國在菲律濱有這麼多軍事基

地。當美國想在菲建立一個大基地時，我明

確表示反對，但在菲律濱現任政府的同意

下，美國就做到了。我為我的國家感到深深

的遺憾，然而我已不再是總統了，不能參與

這些事務了，但如果有辦法扭轉局面，我會

移除這些軍事基地。我會告訴美國人，你們

有這麼多軍艦，所以你們不需要我們的島嶼

作為發射基地。

如果依附於另一國，
「那將把自己置於戰爭衝突風險之中」
環球時報：您在任時制定的對華友好外

交政策，以及在南海營造的和平局面現如今

已發生改變。對此，您是一種什麼心情？菲

律濱是否還有可能回到中立立場？

杜特地：我很傷心，我希望我們的關係

能修復，兩國重歸於好。在當前情況下，我

們必須有一個計劃。

環球時報：本屆菲政府正試圖制定《海

洋區域法》，還試圖把更多的漁民推向爭議

海域，這被認為是不利於中菲雙方對話與和

平的。您是否同意這一點？

杜特地：自從現政府上台，對話就不太

可能了，也許有一個補救辦法是我可以和中

國官方對話。我會告訴大家，這是中國想要

的協議，這很好，我建議大家遵循它。在我

任職期間，漁民在南海捕魚時，沒有人打擾

他們。

如果想要實現一個中期的改變或者一

個徹底的改變，我們將會經歷一段艱難的時

期。菲中之間可以嘗試溝通，不一定是和

我，也可以是和其他人，但我現在是唯一一

個敢露面的人，因為我不怕。

環球時報：剛才您提到，2016年10月您

來到中國後，中方就對南海爭議的關切做了

一些妥善安排。您還記得當時是如何達成共

識的嗎？

杜特地：當時中方允許菲律濱漁民去

捕魚。我們並不為此而爭吵，我們就讓它維

持現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每個人都

很高興。中國漁民也可以按照需要去那裡捕

魚。如果漁獲已經足夠，他們就可以回家

了。

環球時報：本屆菲律濱政府在軍事上加

強了與美國的聯繫，向美國開放了新的軍事

基地，在經濟上也有轉向美國的一些聲音。

您如何看待菲美關係的「深化」？

杜特地：現在的菲律濱很難擺脫美國的

控制去保持中立，我們能做的是不斷教育菲

律濱人民。雖然我退休了，也很疲憊，但還

能站起來召開新聞發佈會並表達我的觀點以

及情感。

這其實很簡單，我們與美國有雙邊關

係，但是如果你的外交政策是扭曲的，或者

說你跟隨美國去偏袒或者敵對一個國家，那

麼這就是錯誤的，這就是問題所在。這屆菲

律濱政府把南海問題和台灣問題等作為對華

外交政策的基礎。南海原本很平靜，但是美

國人來了之後，讓這裡充滿了爭吵。

關於台灣問題，我說過那是中國的一

個省，我們如果參與其中，那就是在干涉中

國的內政。中國曾經有一場革命（人民解放

戰爭——編者注）在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國

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島

上，但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一些人想

要「獨立」，美國明知這是非法的也在支持

他們，這就是問題所在。

因此，在包括南海問題、台灣問題以及

（美軍）基地問題上，（菲律濱）如果允許

自身依附於另一國，那麼將把自己置於戰爭

衝突風險之中。

關於南海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們正

在發生爭執，因為美國在這裡告訴大家「你

們只管打，不要害怕，我們在這裡」。這是

充滿對抗和敵意的。

和中國將永遠是朋友，
要找到說服菲律濱政治家的方法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國和菲律濱如何能

夠就南海問題回到談判對話的軌道上來？

杜特地：這個要在馬科斯之後了。我們

只能等了，因為是美國告訴菲政府應該對中

方說什麼，所以（不改變這種狀況）這永遠

是一個死循環。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不

是敵人。記住這一點：我們和中國沒有任何

爭吵。（現在爭吵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承認

並允許美軍的存在，但我們（和中國）將永

遠是朋友。我們要找到說服菲律濱政治家的

方法，告訴他們現任政府（的做法）是在拖

我們的後腿，這種情況會損害菲律濱和中國

的關係。

環球時報：圍繞著您的執政風格，人

們賦予了您各種「標籤」，比如在您的政敵

中，有種聲音認為您在南海問題上是一個

「軟弱」的人。不過，您因為在禁毒、反恐

問題上的強硬手段，以及在外交上不屈服於

美國的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風格，而

被許多中國民眾認為是一個「硬漢總統」。

您怎麼回應和看待這些標籤？

杜特地：首先，讓我解釋一下我的外交

政策問題以及國內治理問題，這是一個原則

問題。我的原則是從正確的角度看問題，是

否對我的國家有好處、是否保持中立、不參

與侵略性活動等。第二個是在治理政策上，

我確實採取了強硬路線，尤其是在毒品、犯

罪治理方面，但我試著對所有人都盡量友

好。這不是和中國假裝友誼，我喜歡中國多

過美國，因為我不喜歡美國人現在說話、做

事的習慣以及處理事情的習慣。

我很遺憾，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菲

律濱的項目被放緩了，可能是（因為）經濟

的原因。我希望中國不斷強大。

我夢想中菲合作；促進人文交流。由於

教育制度，大多數菲律濱人都是親美的；我

夢想菲律濱人也能獲得新的觀點。福建有一

所學校以我母親的名字命名；人員往來帶來

更好的貿易和更好的雙邊關係。

美日菲安全合作威脅地區和平穩定
丁鐸

4月11日，美國、日本、菲律賓領導人
舉行會談，這是三方第一次獨立於多邊場
合舉辦峰會，會後發佈的聯合聲明稱「三
邊關係迎來新的篇章」。

從聯合聲明主要內容來看，三方合作
涵蓋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和
基礎設施、海域態勢感知等領域，創建了
包括「三邊海事對話」在內的新的對話機
制，今後美日菲合作可能呈現出「機制化
程度高、目標指向性強、任務清單更加具
體」的趨勢。

新三邊同盟實質形成
透 過 此 次 峰 會 可 以 看 出 ， 美 日 菲 關

係發展主要由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共同驅
動。

在 意 識 形 態 上 ， 三 方 強 調 「 夥 伴 關
係基於共同的價值觀」，老生常談要維護
「基於法治的自由和開放的國際秩序」，
其在「和平與安全」等議題下的敘事實際
上沒有脫離美西方所鼓噪的大國競爭和陣
營對抗。

在現實利益層面，美日菲各有所需，
但在針對中國方面均表現出相近的利益訴
求，美方希望拉攏日菲完善遏制中國的
「包圍圈」，日本希望借美強化對華「威
懾力」，重塑對華經濟技術競爭優勢，菲
律賓希望美日等南海域外國家為其撐腰背
書並提供實際支持，在南海問題上不斷挑
釁中國試圖藉機謀得更多好處。

美日菲沒有通過這次峰會建立法律意
義上的三邊同盟關係，但事實上已形成針
對中國的「小多邊機制」。

其中，美國拿著「劇本和指揮棒」，
日本「隨美起舞」暗戳戳地提供援助，菲
律賓迎合美日「火中取栗」。從歷史和實
踐上看，美國固守冷戰思維、大搞零和博
弈，其在全球範圍內鼓噪競爭、煽動對抗
的做法帶來的最直觀後果就是世界上哪裡
有美國的影子哪裡就亂；日本二戰期間在

東南亞地區有著極其不光彩的歷史，近年
來面對中國國力增長，日本心態失衡、焦
慮感增多，在很多問題上把自身擺在中國
的對立面上；菲律賓自以為有了美日等國
的支持，在南海甚至在台灣問題上不斷挑
釁，言行出格。

南海秩序對抗陰雲難散
當前，影響南海地區形勢的外部不確

定因素相對清晰，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
域外勢力的介入，冷戰思維和「地緣政治
妄想症」導致南海秩序中的對抗陰影揮之
不去。隨著美國「印太戰略」不斷走深走
實，其企圖重塑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的目
的也愈加凸顯。下一步，美日菲可能在三
方首腦峰會的牽引下，依托國防部、外交
部等部長級會談和新設立的「三邊海事對
話」，建立自上而下的機制化安排，以確
保安全合作向前推進。

一方面，基於所謂的「共同價值觀」
和「基於規則的秩序」 ，美日對菲在外
交、輿論方面的支持和策應舉動會有所增
多，包括不斷援引「南海仲裁案裁決」、
渲染炒作「中國威脅論」「中國改變現狀
論」等。三方在涉華問題包括在南海、東
海甚至台灣等議題上可能不斷發表消極的
不負責任的對華攻擊抹黑言論，誤導欺騙
國際社會。

另 一 方 面 ， 三 方 在 聯 合 軍 事 演 習 、
海空聯合巡航、艦船互訪、人員交流將更
加頻繁，美日對菲軍事援助力度會有所增
加，美日菲以及美菲、日菲海警之間的
合作會進一步加強，有可能在南海爭議海
域開展聯合巡邏和演練等，進一步推高海
上緊張局勢。除在軍事防務、海上態勢感
知、情報信息共享、輿論認知等方面深化
合作外，三方在經濟安全、供應鏈產業鏈
和抵制所謂的中國經濟脅迫方面可能也會
不時提出一些具有對華指向性的具體舉
措。

地區國家應警惕域外介入
當 前 南 海 形 勢 愈 發 呈 現 出 「 域 外 大

國佈局謀勢、個別當事國伺機謀利」的特
點。

美國以介入南海問題為抓手，把海洋
作為推行單邊強權和集團政治、挑動大國
競爭和對抗的場所，拼湊封閉排外的「小
集團」，是試圖把東南亞地區帶上集團政
治和陣營對抗的邪路，有關國家和東盟對
此都應保持警惕。

從 歷 史 經 驗 和 地 區 實 際 來 看 ， 菲 律
賓拉攏域外大國為其一己私利背書無異於
「引火燒身」「引狼入室」，其惡果將由
菲律賓來消化，但負面影響會向地區層面
外溢。通過「小多邊」安全機制對華牽制
威懾，很可能導致海上衝突摩擦升級，軍
事力量在南海集聚，這不僅是絕大部分地
區國家不願意看到的，也是需要東盟和中
國共同加以抵制的。

美國應走出「地緣政治妄想症」
美 國 這 幾 年 總 想 著 推 動 「 北 約 亞 太

化」，又加緊拉著亞洲盟伴試圖打造「亞
太版北約」，其底層邏輯就是霸權主義和
冷戰思維。

亞 洲 和 太 平 洋 是 中 美 兩 國 利 益 交 織
最緊密、互動最頻繁的地區之一，中美要
管控危機、防止誤判和避免衝突，就不能
忽視一個問題，即如何處理美國冷戰時期
形成的軍事同盟體系與亞太地區海上安全
格局和複雜安全需求之間的關係，如何在
新形勢下建立能夠照顧各有關國家正當合
理安全關切的包容性機制和安排。這一問
題的關鍵在於美國需要真正從「地緣政治
妄想症」中走出來，正確地認知和接受中
國，正確地看待中國的正當權益和合理要
求。

（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
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文章來
源：南海之聲）

QS全球大學排名 
菲3校上榜

本報訊：菲律濱的三所大學在最新全球

大學按學科排名中榜上有名。

2024年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

大學學科排名包括菲國立大學（UP），拉

剎大學（De La Salle）和馬尼拉亞典耀大學

（Ateneo）。

QS對1559所大學進行了排名，涵蓋了五

個廣泛學科領域的55個單獨學科。

根據QS的數據，音樂是今年學科排名的

唯一新項目。

與去年相比，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排名

已擴大至涵蓋51所新學府。

以下是菲律濱大學在按廣泛學科領域中

的排名：

藝術與人文
亞典耀大學（325）

菲國立大學（351）

黎拉剎大學（401至450）

工程與技術
菲國立大學（501至550）

生命科學與醫學
菲國立大學（401 至 450）

社會科學與管理
菲國立大學（276）

亞典耀大學（401至450）

黎拉剎大學（401至450）

菲律濱沒有一所大學在自然科學科目有

排名。

同時，哈佛大學在四大學科中排名第

一，而麻省理工學院在工程與技術領域排名

第一。

牛津大學在三個綜合學科中排名第三。

今年有64所去年不在榜單中的大學上

榜。

另一方面，有14所大學是首次出現在QS

排名中。這些大學包括大邱慶北科技大學、

大阪城市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