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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昨日是申報所得稅的最後一天，納卯市一家土地銀行的分行早上7時起就排起長隊。

小馬：不打算讓美國使用更多基地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週一表示，菲律

濱沒有計劃允許美國使用更多的軍事基地。

去年，根據一項聯合防禦協議，菲律濱的軍

事基地數量幾乎翻了一番。

北京方面此前曾指責菲律濱「火上澆

油」，因為菲律濱將美軍可使用的基地數量

從5個增加到9個，這些新基地靠近潛在的爆

發點。

當被問及菲律濱是否會允許美國進入

更多基地時，小馬科斯表示：「答案是否定

的。」

他在外國記者參加的論壇上說：「菲律

濱沒有計劃建立更多的基地，或沒有計劃允

許進入更多的基地。」

去年，華盛頓和馬尼拉討論了根據《加

強防務合作協議》，進一步擴大美軍可以使

用的基地數量。

在其中4個地點中，有3個朝北面向台

灣，1個靠近西菲律濱海。

上週，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首次舉

行的三方峰會上接待了小馬科斯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並要求國會再撥款1.28億美元用

於九個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站點的基礎設施項

目。三位領導人對中國在南海的「危險和咄

咄逼人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

小馬科斯在論壇上表示，三國的合作並

非「針對任何人」，而僅僅是加強三國之間

的聯繫。

中國和菲律濱之間不斷加深的爭端也為

菲律濱在西菲律濱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氣帶來

了挑戰，儘管兩國已達成協議，將恢復聯合

勘探的談判。

小馬科斯表示：「當我們說願意探索

時，他們堅持認為這些地區在中國領土上，

因此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我們當然不接受這

種說法。我們說這是菲律濱領土，因此菲律

濱法律應該適用。」

他補充說：「我真的不認為我們有一個

適當的協議，這真的歸結為應該適用哪條法

律的問題。」

亞描禮斯公開呼籲倒馬 軍警重申忠於我國憲法
本報訊：在出現有關撤回對小馬科斯總

統的支持之呼籲的背景下，菲武裝部隊和菲

國警於4月15日週一保證他們忠於1987年憲

法。

菲武裝部隊發言人巴迪惹上校在一份

聲明中說，軍方「重申其堅定不移的專業精

神，忠於憲法，嚴格遵守指揮系統。」

她補充說：「我們的士兵、飛行員、水

兵和海軍陸戰隊員仍致力於維護菲律濱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無論政治派別或掌權的人如

何。」

巴迪惹說，菲武裝部隊的職責是保護菲

律濱人民，維護法治，確保菲律濱的和平與

發展。

她說：「我們將繼續以正直、公正和最

大的奉獻精神履行這些責任。」

在記者會上，菲國警發言人法哈多上校

表示，目前沒有理由撤回對合法組成的政府

的支持。

法哈多說：「對菲國警來說，我們有憲

法，我們忠於國民。讓我們的軍警人員遠離

這種政治事務吧。」

她補充說：「我們現在沒有理由取消或

撤回對合法組成的政府的支持，我們應該尊

重這一點。」

菲國警表示，他們將研究前眾議長、北

納卯省第一選區眾議員亞描禮斯呼籲撤回對

小馬科斯總統的支持是否可能構成「煽動性

言論」。

菲國警發言人法哈多在接受電話採訪時

說，他們將調查亞描禮斯的言論。

她告訴記者：「我們的相關法務官員將

研究這些言論是否會被視為煽動性言論。但

就目前而言，我們不會就此展開討論。」

在週日與前總統杜特地在塔貢市舉行的

集會上，北納卯的亞描禮斯眾議員呼籲軍事

組織撤回對小馬科斯的支持。

亞描禮斯說：「我呼籲你們。我們沒必

要傷害彼此。我們一槍都不用開。很簡單，

用一種平和的方式。 請撤回對總統的支持。 

」

亞描禮斯對西菲律濱海可能發生的戰爭

表示擔憂，並指出：「憲法規定，菲武裝部

隊應保護國民。」

他說：「當我們允許西菲律濱海爆發戰

爭時，我們是在保護人民嗎？這樣就能保護

國家了嗎？不。」

他補充說：「當西菲律濱海發生問題

時，將會有無數的屍體。會有難以想像的破

壞、飢荒、飢餓，這些都會發生。

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他呼籲軍方撤回

對小馬科斯的支持。

亞描禮斯說：「當你們不再支持他時，

他將別無選擇，只能下台。」

就連亞描禮斯在眾議院的一些同事也不

滿他的言論，他們說，這位前眾議長即使不

會受到政府檢察官的刑事檢控，也可能因此

受到道德指控。

眾議員迪馬波羅在聲明中表示：「我懇

請前眾議長謹慎措辭，明確自己的意圖。從

表面上看，他的反政府言論不符合眾議員的

身份，可能會引發針對他的道德訴訟。」

羅麻洛則表示：「對這一煽動性言論的

回應應該是立即提起刑事訴訟，以便將煽動

包括軍隊在內的人民反抗政府的行為消滅在

萌芽狀態。」

經修訂的《刑事法典》訂明，煽動叛亂

罪是指「任何人在沒有直接參與煽動叛亂罪

的情況下，以演說、公告、文字、標誌、漫

畫、橫幅或其他傾向於同一目的的表現 ，

煽動他人完成任何構成煽動的行為，或對任

何人或多人發表煽動言論或演說、撰寫、出

版、不得散佈污言穢語誹謗政府或其任何合

法成立的政府。

煽動叛亂的行為亦包括「旨在騷擾或阻

撓任何合法人員執行其職務的行為，或旨在

煽動他人串謀和集會進行非法行為，或者提

出或煽動叛亂陰謀或暴動的行為，或導致或

傾向於煽動人民反對合法當局或擾亂社會安

寧、政府安全和秩序的行為，以及明知而隱

瞞這些惡劣行徑的人。

羅麻多補充說：「很明顯，前眾議長亞

描禮斯在塔貢市的一次集會上所說的話屬於

煽動叛亂的範疇。」

小馬矢言捍衛新聞自由
指批評性媒體好過合作性媒體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週一保證，他將

捍衛菲律濱的新聞自由，鼓勵媒體從業人員

不受限制地履行職責。

小馬科斯在菲律濱外國記者協會成立50

週年金禧慶典上的講話中說：「與我的許多

前任不同，我不尋求合作，因為這意味著放

棄你們的獨立性。我認為，批評性媒體比合

作性媒體更能服務於國家利益。」

他還說：「（媒體）必須有不受限制的

工作自由，不僅要用真相武裝公民，還要在

這個大量虛假信息的時代加深洞察力。事實

上，這是菲律濱外國記者協會半個世紀以來

與總統和政府關係的標誌。」

小馬科斯的出席標誌著菲律濱總統9年

來首次出席該論壇。他的父親、前總統老費

迪南德·馬科斯開創了這一傳統，並在50年前

成為首位出席論壇的菲律濱領導人。

他對菲律濱外國記者協會成員說：「50

年後，我站在這裡，以總統的身份向你們講

話，慶祝菲律濱外國記者協會成立50週年，

並繼承這一重要媒體傳統的遺產。」

小馬斥杜特地
為君子協議找藉口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週一猛烈抨擊

了前總統杜特地陣營就他所謂的前總統與中

國之間的「秘密協議」發表的相互矛盾的聲

明。

在菲律濱外國記者協會50週年總統論壇

上，小馬科斯表示，他「確信」杜特地確實

與中國達成了一項協議。

小馬科斯說：「我想我們到目前為止實

際上已經可以看到存在一項秘密協議，而中

國政府一再堅持存在秘密協議，正正驗證了

這一點，至少對我來說，這讓我確信存在一

項秘密協議。」

他補充說：「我不認為中國政府，我

不認為北京會憑空編造，在根本沒有秘密協

議的情況下說有秘密協議。所以，我認為，

在我看來，這足以向我證明有這樣一個協

議。」

儘管如此，小馬科斯表示，仍有一些問

題需要回答，但他得到的只是杜特地政府成

員的「藉口」，他們可能參與了這項協定。

小馬科斯說：「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問

題，但我發現很難找到答案，因為我聽說這

個說法，然後另一個說法。換句話說，很多

的藉口。」

由於他已經相信有這樣的協議，小馬科

斯說他想了解秘密協議中包含的內容以及為

什麼要保密。

他接著說：「為什麼沒有一絲證據可

以證明這個協議存在？為什麼在上屆政府和

本屆政府之間的過渡時期沒有人提到秘密協

議。為什麼要保密呢？」

當被問及他是否認為杜特地有任何法律

責任時，總統說他還沒有看到有任何責任，

因為沒有證據證明這項協議。

小馬科斯說，他希望在決定採取任何行

動之前先了解事實。

他說：「我看不出有任何法律責任。沒

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協議。有沒有簽過字的文

件？我想看到。」

他 補 充 說 ： 「 我 們 離 真 相 還 差 得 很

遠……很難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這份秘密

協議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要保密？這是剩

下的兩個問題。一旦我們得到真正的答案，

我們就會知道該怎麼做。」

中國遊客不來
阻菲旅遊復甦

本報訊：美國銀行在一份新報告中表

示，中國遊客的緩慢回歸阻礙了菲律濱旅遊

業的復甦，該報告突顯了亞洲旅遊業復甦的

「不平衡」。

美銀表示，隨著該地區旅遊業進入從疫

情衝擊中復甦的「最後」階段，菲律濱、中

國大陸、香港和台灣是亞洲「落後者」，因

為這些目的地的遊客人數尚未達到疫情前的

水平 。

美國銀行指出，截至今年2月，菲律濱

的外國遊客人數仍為疫情前水平的76%，儘

管遠優於香港的73.7%和台灣2024年1月的

69.6%。

美國銀行表示，在落後的國家及地區

中，中國是一個「異類」，因為它重新開放

經濟的時間遠晚於其他亞洲國家。該銀行的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2月，赴華外國遊客

數量比疫情前水平低36.3%。

反過來，中國大陸的較晚重新開放經濟

也拖累了菲律濱和香港等嚴重依賴中國遊客

的國家和地區的旅遊業復甦。

美國銀行的數據顯示，菲律濱的中國遊

客數量僅為疫情前水平的20%至30%，低於該

地區其他地區。美國銀行指出，中國消費者

的「偏好正在改變」，因此復甦不太可能在

短期內加速。

它補充說：「中國遊客的回歸可能是一

個漸進的過程。」

菲海警：
中國海警未阻止菲科考船

本報訊：菲海岸警衛隊週一澄清說，中

國海警船沒有阻止前往黃岩島的菲律濱科考

船。

菲海岸警衛隊發言塔列拉準將在記者會

上表示：「這其實不是真的。中國海警船沒

有攔截加布里埃拉．斯朗號和文圖拉號。」

他補充說：「有一艘中國海警船出現在

那裡，那是中國海警船5303。但它沒有阻止

菲律濱船隻。」

據塔列拉說，中國海警船是在監視和追

蹤菲海岸警衛隊的加布里埃拉．斯朗號和國

家測繪與資源資訊管理局的船水文學家文圖

拉號。塔列拉說，菲律濱呂宋島西北部的水

文研究仍在進行中。

菲美日組小多邊夥伴關係 呂宋經濟走廊戰略意義深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美國、日本、菲

律濱領袖近日宣布啟動「呂宋經濟走廊」計

畫，將改善菲律濱蘇比克灣、克拉克、馬尼

拉和描東岸省的交通連結性，此舉除了促進

經貿投資，戰略安全意義更不容忽視。

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菲

律濱總統小馬科斯上週在白宮首度舉行3國

領袖高峰會，宣布啟動「呂宋經濟走廊」計

畫，是七大工業國集團為反制北京「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的「全球基礎建設與投資夥

伴計畫」在印太地區首例。

美日菲藉此建立「小多邊」夥伴關係，

未來將展開三國人道援助與救災演習，以確

保各國做好準備，能「無縫、迅速地合作應

對任何危機或突發事件」。

三國聯合聲明指出，美日菲將致力於加

速協調投資鐵路、港口現代化、清潔能源和

半導體供應鏈與部署、農業企業，以及蘇比

克灣民用港口升級等基礎建設，以進一步聯

繫蘇比克灣、克拉克、馬尼拉和描東岸省這4

個樞紐，推動經濟成長。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和菲律濱選定的4個

地點中，蘇比克灣、克拉克和馬尼拉都具有

很強的戰略重要性。描東岸港則是繼馬尼拉

之後的菲律濱第2大國際港。

馬尼拉是菲律濱首都，關鍵性不言可

喻。蘇比克灣和克拉克是前美軍基地，又是

離馬尼拉最近的2個機場。

2023年4月菲律濱代理國防部長牙未斯透

露，蘇比克灣原本是菲國計劃開放美軍使用

的軍事據點之一，但因其「政治敏感性」而

被小馬科斯否決。

牙未斯告訴菲國媒體：「蘇比克灣是我

們海軍基地所在地，也是經濟樞紐，我們知

道那裡的政治敏感性。我們不想讓這些領域

出現政治問題。」

蘇比克灣曾是美軍最大的海外基地之

一。菲國參議院1991年否決菲律濱領土存在

美國基地，使這處前美軍基地成為自由港。

如今，透過「呂宋經濟走廊」，美國和

日本將可參與蘇比克灣民用港口升級，還有

連通蘇比克灣、克拉克、馬尼拉等樞紐的基

礎建設計畫，未來若區域爆發衝突，將有助

於美日菲在呂宋島展開行動。

為此，菲律濱左翼組織「新愛國聯盟」

（BAYAN）質疑，「呂宋經濟走廊」實際上

是計劃把菲律濱最大的島嶼改造成開放美軍

使用的「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DCA）據

點，讓數千名外國軍人能隨時使用它。

菲美兩國於2014年簽署EDCA，允許美

方安排更多官兵輪駐菲律濱，共用菲國軍事

基地、興建軍事設施。菲方目前同意美軍使

用境內9處戰略據點，其中5處位於菲律濱北

部、離台灣較近的呂宋島。

新愛國聯盟表示，菲律濱和美國一年一

度的「肩並肩」大型聯合軍演每年都在呂宋

島多個省分進行。美日菲峰會啟動「呂宋經

濟走廊」，顯示呂宋島上的外國軍事集結將

升溫。

除了左翼團體，任內「親中遠美」的前

總統杜特地和小馬科斯長姐艾米．馬科斯都

對美軍重返蘇比克灣持反對態度。

杜特地2020年在國情咨文中說，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馬尼拉是全世界遭受破壞最

嚴重的城市之一。

若美軍在蘇比克灣設立基地，戰爭一旦

爆發，將帶入核武，「這將導致菲律濱種族

滅絕」。

杜特地在任時原本規劃多條鐵路，從位

於中呂宋的蘇比克灣往南延伸到呂宋島西南

部的描東岸省，另一條支線則直達呂宋島東

南端的殊殊銀省；一旦完工，將大幅提高呂

宋島交通便利性。

其中，北京原本承諾提供貸款給蘇比克

灣——克拉克鐵路、菲律濱國家鐵路南線長

途計畫，以及菲國南部棉蘭佬鐵路等3條鐵路

建設計畫。

然而，由於中國遲遲未回應杜特地政府

的資金請求，小馬科斯上任後又受地緣政治

因素影響，菲律濱最終放棄與北京協商。

中菲關係因南海主權爭端與美菲安全防

衛合作而走下坡，對馬尼拉當局來說，受影

響的不僅是這3條鐵路建設計畫。

菲律濱智庫「亞太進步之道基金會」研

究員畢特洛說，澳洲格里菲斯大學一份報告

指出，與2022年相比，去年中國在菲律濱的

建設投資額下滑100%，意謂去年中國在菲律

濱沒有任何新的建設計畫或投資案。

畢特洛告訴外媒，在基礎建設投資方

面，馬尼拉已經看到與北京發生南海主權爭

議的衝擊。某種程度上，呂宋經濟走廊計畫

試圖緩和菲律濱失去中國這個基礎建設合作

夥伴的負面影響。

他表示，菲律濱需要更多半導體和再生

能源投資，而美國為去風險化，試圖將一些

投資從中國和其他國家轉移，因為擔心過度

依賴或生產過度集中於少數幾個國家。

畢特洛說，菲律濱可以從這種盟友外包

（ally-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

趨勢中受益，試著吸引來自美國、日本和其

他國家的投資。

「當然包括來自韓國，還有來自台灣的

投資，轉移部分生產到菲律濱，我認為蘇比

克灣到描東岸省之間這個地區已經有一些投

資到位。」

至於現今情勢下，菲律濱與台灣是否

有更多合作機會，畢特洛說，台灣在半導體

生產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台灣和菲律濱又非

常接近，雙方可從擴大經濟投資和貿易中受

益。

他指出，三邊峰會上，美日菲討論到

需要為半導體產業培養更多人才。菲律濱有

豐富的勞動力供應，人才升級對菲國非常有

利。

畢特洛說，台灣在這方面擁有專業知

識，可以協助培訓菲律濱工人，使雙方都能

從蓬勃發展的半導體產業獲得更多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