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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菲南和平进程的两个阶段中, 阿拉伯国家的角色经历了两次转变: 从摩洛穆斯林的支持者转为双方谈判

的中介人, 从停火协议的维护者转为全面和平的推动者。它们成功地促成菲南局势从战乱转向和谈、从纸上和平转向实际

和平, 并促使菲南由局部和平向全面和平过渡。阿拉伯国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原因在于它们拥有影响冲突双方的实

力、公正解决冲突的立场以及由菲律宾的灵活外交策略促成的相互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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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 les ofA rab coun tries in the two stages of southern Philipp ines peace process have undergone tw o

changes: from suppo rter ofM oro rebels to broker of the peace negot iation and from monitor o f cease fire ag reement

to promo ter o f general peace inM indanao. They succeeded inm aking the transit ions from w ar to peace nego tiation,

from peace on paper to actual peace in the area, and they also he lped to turn partial peace to general peace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e reasons whyA rab countries can play such important roles are due to the ir pow er o f influ2
ence on the bo th conflicting parties, the ir just stand of dea ling w ithM o ro prob lem asw ell as the ir good relationsh ips

w ith the Ph ilipp ines ow ing to its flex ible fore ign po lic ies.

20世纪 70年代初, 菲律宾南部摩洛穆斯林发

动的反政府暴力活动席卷棉兰老地区, 推动双方和

谈的努力也随之展开。和平的最初动力既非来自冲

突双方, 也非来自东盟组织, 而是来自遥远的阿拉

伯国家。阿拉伯各国积极推动菲南穆斯林与菲律宾

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并在漫长的和平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 国内尚

无专文论述¹。笔者不揣浅陋, 试就此做出粗浅

分析。

一  从摩洛穆斯林的同情者到和平谈
判的中介人

从 20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中期, 是菲南和

平进程的第一阶段。菲律宾政府与穆斯林反叛组织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以下简称 /摩解0 ) 经过长期

谈判, 历经多次波折, 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在这个

过程中, 阿拉伯国家从摩洛人的同情者转而成为和

平谈判的中介人。

在菲南冲突初期, 阿拉伯国家扮演的角色是摩

洛穆斯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站在摩洛人一边, 试

图通过各种手段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 为和谈创

造条件。阿拉伯国家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一

是关注摩洛穆斯林的困境, 对摩洛穆斯林提供各种

支持。当得到菲律宾发生基督徒与穆斯林大规模流

血冲突的消息后, 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利比亚、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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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和埃及非常关注, 并对菲南穆斯林进行声援

或物质援助。 1971年 6月, 在北哥达巴托的马尼

利村, 六七十名摩洛穆斯林在清真寺被杀害。利比

亚率先做出强烈反应, 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代表的支持下, 利比亚谴

责菲律宾政府实行集体屠杀, 迫害宗教少数派。菲

南冲突同样引发埃及民众和政府的关注, 1972年 9

月,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谴责菲律宾对穆斯林进

行 /集体屠杀0, 呼吁穆斯林政府出面帮助他们的

穆斯林兄弟。6天后, 萨达特总统宣布, 埃及已给

菲律宾穆斯林运送了一船紧急援助品。 1973年在

班加西召开的第四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 会议东道

国利比亚建议讨论改善菲南穆斯林处境的途径和方

法
[ 1]
。二是为 /摩解 0 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军

事支持。 /摩解 0 正式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建立
了 /摩解0 中央委员会, 远距离指挥国内的反政

府活动并寻求穆斯林世界的帮助。利比亚、沙特阿

拉伯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向 /摩解 0 提供了大量资

金。据统计, 从 1972年到 1975年间, 利比亚和伊

斯兰会议组织共向 /摩解 0 提供了约 3500万美元

的援助
[ 2]
。海湾国家为菲南穆斯林提供了大批武

器, 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为 /摩解 0 武装人员提
供了军事训练的场所

[ 3 ]
。三是独自或以伊斯兰会

议组织的名义与菲律宾官方接触, 实地调查菲南穆

斯林的遭遇, 并提出政治解决的思路。 1972年,

埃及和利比亚先后派出代表团访问菲南地区, 了解

当地穆斯林的实际情况。 1973年第四次伊斯兰外

长会议通过决议, 由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索马里组成四方部长会议, 调查 /菲律宾穆
斯林的困境 0。1974年 6月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外

长会议通过了第 18号决议, 督促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领导人通过政治与和平手段解决摩洛

问题。

在菲律宾政府和 /摩解 0 处于相持阶段、双

方都认识到无法完全消灭对方时, 阿拉伯国家充当

起双方谈判的调停人和中介人。正是阿拉伯国家的

外交努力促使菲南对立双方从军事对抗转向和平谈

判。1974年 6月, 利比亚外长公开承认利比亚向

摩洛反叛者提供了资金、武器和弹药。他表示, 利

比亚会继续提供帮助, 并会用一切手段, 包括石油

禁运, 以保证用政治方法解决摩洛问题
[ 4]
。 1975

年 7月, 第六次伊斯兰外长会议在沙特阿拉伯吉达

市召开, 会议正式承认 /摩解 0 是菲律宾穆斯林

的代表。与此同时, 阿拉伯国家坚持任何政治解决

方法应尊重菲律宾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74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哈桑 #托哈米

应邀访问菲律宾, 成功说服菲律宾政府参与和平谈

判。次年 1月, 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在吉达正

式展开和谈, 在 20多年的和平进程中历经两次功

败垂成的尝试后最终获得突破。

第一次尝试是 1976年 12月 23日双方签署的

的黎波里和平协议。 /摩解 0 宣布放弃独立的目

标, 菲律宾政府则允许摩洛穆斯林在棉兰老地区的

13个省建立自治区。利比亚为达成协议发挥了关

键性的作用: 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访问利比亚期

间与卡扎菲的会晤直接促成了菲律宾政府与 /摩

解 0 的谈判; 多次谈判均在的黎波里举行, 双方

谈判由利比亚外长主持, 四方部长会议代表及伊斯

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列席
[ 5]
。利比亚的特殊作用在

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也得到体现, 利比亚作为伊

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的主席, 也作为见证人

签署了该协议
[ 6]
。

由于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对协议的理解有

很大差异, 的黎波里协议未能顺利实施。菲律宾政

府提出, 如何实现穆斯林的自治以及哪些地方属于

自治区范围应通过公民投票由民众决定。 /摩解 0

反对举行公民投票, 因为当地穆斯林人口只占总人

口的 20%左右, 天主教徒则占到 80% , 公民投票

很难得到 /摩解 0 满意的结果。面对双方的争执,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与马科斯总统多次通过信件交

换意见, 并与马科斯夫人面对面会晤就有关问题达

成协议,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都未能解决问题。在

多数穆斯林抵制投票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参加投票

者反对将 13省并入一个由 /摩解 0 领导的自治

区, 马科斯总统提出的自治方案获得通过。菲律宾

政府据此在菲南设立了第九和第十二两个自治区,

并认为自己已履行了的黎波里协议的要求
[ 7]
。 /摩

解 0 认为, 协议本身并没有公民投票的规定, 菲

律宾政府完全违背了的黎波里协议的规定。 1977

年 4月, 伊斯兰会议组织派出一个包括利比亚外长

在内的 17人代表团, 在马尼拉敦促 /摩解0 恢复

与菲律宾政府的会谈, 希望解决双方分歧, 但未取

得任何成果。伊斯兰会议组织发表公报宣布, 因菲

律宾政府的消极态度和违反先前的协议, 谈判陷于

失败。为加大对菲律宾政府的压力, 该组织决定给

予 /摩解0 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身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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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该组织的年度会议基本都要重申通过谈判实施

的黎波里协议的主张
[ 8]
。

第二次尝试发生在 1986年阿基诺夫人当选菲

律宾总统后。阿基诺夫人谋求和平的愿望得到阿拉

伯国家的支持和配合。 1986年 8月, 阿基诺夫人

的小叔子参议员阿加皮托 #阿基诺与 /摩解 0 领

导人密苏阿里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晤。经多次商

谈, 1987年 1月 3日, 双方达成吉达协议, 菲律

宾政府答应给予摩洛人更大的自治权, 并力促穆斯

林地区的振兴; /摩解 0 则放弃完全独立的要求。

这一协议同样在公民投票问题上触礁, 未能贯彻

实施。

1992年拉莫斯成为菲律宾总统后, 和平进程

出现曙光。当年 10月, 经伊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

委员会积极斡旋, 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在的黎
波里举行预备性会谈, 随后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1996年 9月 2日, 双方签署了 5全面实施的黎波

里协议的最终协议 6 (即雅加达协议 ) , 双方同意

立即在菲南建立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 在穆斯林占

多数的地区实行自治。虽然印尼在雅加达协议谈判

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但也离不开阿拉伯国家的

帮助。从谈判的启动到谈判中一系列困难问题的解

决, 都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居间调停。如菲律宾方面

在谈判中提出了设立菲南和平发展委员会的建议,

作为打开谈判僵局的关键性措施。利比亚方面被说

服后, 主动接过这个方案来劝说密苏阿里。 1996

年 5月, /摩解 0 领导人应邀访问利比亚, 与利比

亚领导人进行深入讨论, 利比亚方面用了 10天的

时间终于说服密苏阿里接受了这个新思路, 实现了

和谈的突破。有人认为这是拉莫斯当政时期 /唯

一一次伊斯兰会议组织实际在推着密苏阿里

走 0 [ 9]
。

阿拉伯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 在菲南和平进程

中明显发挥了两大作用: 一是通过促成的黎波里协

议, 促使菲南局势从战乱向和谈转变。在摩洛穆斯

林分离主义运动的高潮期, 菲南成为数万 /摩解0

武装人员与数十万政府军士兵鏖战的战场。 1975

年, 菲律宾政府军 75%的兵力部署在南方, 人数

多达 25万人, 军费预算高达 3125亿美元。双方的
战火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 据估计, 到的黎波

里协议签署前后, 已有五六万到 12万士兵和平民

死于战乱, 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者达 20- 30万人,

有人甚至认为难民人数超过百万人
[ 10]
。的黎波里

协议虽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 但由于国际监督停

火的尝试以及政治解决的国际压力持续存在, 此后

的军事活动不论是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远远无法同

以前相比。二是通过雅加达协议, 实现了菲南从纸

上和平到实际和平的转变。以往的和平协议无一例

外地停留在纸面上, 无法变为现实, 它们都受阻于

公民投票这个障碍, 举行公民投票, /摩解0 不答

应; 不举行公民投票, 菲律宾政府担心占人口多数

的菲南基督徒不满。雅加达协议巧妙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即分两个阶段实施和平协议: 在为期三年的

建立信心期, 设立由 /摩解 0 领导人密苏阿里领

导的和平发展委员会, 担当领导和平发展特区的重

任; 三年后再在这些省份举行公民投票, 以确定他

们是否加入自治区
[ 11]
。拉莫斯总统高度评价这个

协议, 认为它 /终结了持续近 30年、导致 12万多

菲律宾人死亡的冲突 0, 迎来了 /菲南和整个菲律

宾和平发展的新时代0 [ 12]
。虽然不能说协议给菲律

宾带来全面的和平, 但在 /摩解 0 控制区和平已

经成为现实。

二  从停战协议的维护者到全面和平
的推动者

从 1996年雅加达协议签署迄今, 是菲南和平

进程的第二阶段。和谈的主角变为菲律宾政府与另

一个更加激进的穆斯林反叛组织 /摩洛伊斯兰解

放阵线 0 (以下简称 /摩伊 0)。和谈的内容起初是
停战协议, 后来变为寻求全面的和平协议。阿拉伯

国家仍然积极支持从停火到全面和平的各种努力。

/摩伊 0 是从 /摩解 0 中分裂出的一个组织。
以 /摩解0 副主席萨拉马特 #哈希姆为首的强硬

派反对与菲律宾政府举行和谈, 他们从 /摩解 0

分裂出来, 成立了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0, 并在

短期内发展为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 坚持在棉

兰老地区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 不承认 /摩解 0

与政府方面达成的和平协议。在 20世纪 90年代,

/摩伊 0 自称有 12万正规军事人员和 30万民兵。

菲律宾军方认为其力量介于 8000至 15000之

间
[ 13]
。如不能将这支武装力量纳入和平进程, 菲

南不可能实现全面和平。

阿拉伯国家与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一道一方面协

助 /摩伊0 与菲律宾政府实现停火, 另一方面鼓

励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进行和平谈判, 妥善解

决雅加达协议的遗留问题, 努力实现菲南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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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1997年 9月, 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签订全

面停火协议, 就停火所需的军力部署和鼓励逃离家

园者回家等问题达成一致。为加强停火的有效性,

避免双方因误解发生暴力冲突, 双方决定由 60名

国际人员组成国际监督团, 对停火进行监督。 2004

年国际监督团成立不久, 利比亚就派出 4名团员,

2007年又派出 5名团员, 与马来西亚和文莱士兵

共同承担维持停火协议的重任。 2008年 5月, 领

导国际监督团的马来西亚对菲南和平进程进展缓慢

感到不满, 决定分批撤出其监督人员。菲律宾政府

向利比亚求助, 希望利比亚派出更多的停火监督人

员, 并出面领导国际监督团。利比亚方面表示, 利

方愿派出 25名停火监督人员, 并肩负起领导国际

监督团的任务, 以免菲南重燃战火
[ 14]
。即使是

2008年 8、 9月棉兰老部分地区发生较大规模冲突

时期, 利比亚停火监督人员仍未撤离, 为防止战火

蔓延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之
间的争端, 是实现菲南和平最重要的工作。为了推

动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0 的和谈, 利比亚等阿拉

伯国家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一道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如 2001年在利比亚召开了菲律宾政

府与 /摩伊 0 的第一轮正式会谈, 双方签订了的

黎波里和平协议, 规定各方要遵守 1997年停火协

议, 并确定了实质性谈判的主要议程。会议得到利

比亚方面的支持和推动,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儿

子赛义夫#伊斯兰领导的非政府组织 ) ) ) 卡扎菲国

际慈善协会基金会资助和安排了为期三天的会谈。

利比亚方面根据与 /摩解 0 交往的经验, 事先安

排 /摩伊0 负责人与该国领导人举行单边会晤,

表明反对摩洛穆斯林寻求独立的立场, 并说服

/摩伊0 在协议签署前几分钟同意在协议中不提自
决问题

[ 15]
。有人认为, 在和平进程中, 利比亚和

马来西亚形成了某种分工模式: 利比亚的精力集中

在调解 /摩解 0 内部不同派别的团结上, 马来西

亚则集中处理 /摩解 0 和 /摩伊 0 之间的团结问
题。比如 2003年 4月 6日 /摩解 0 领导人举行的

联合与团结大会通过了主张加强团结的的黎波里宣

言
[ 16]
。实际上, 利比亚对解决 /摩解 0 和 /摩

伊 0 之间的分歧同样关注。如 2007年底, 在赛义

夫 #伊斯兰的调解下, /摩解0 和 /摩伊0 在马尼

拉举行了 5小时的会谈, 双方达成一项合作计划。

/摩伊0 与菲律宾政府立场差异较大, 谈判十分艰

难, 2008年 8月, 双方谈判人员终于就最困难的

祖传领地问题达成协议, 但就在双方预定签署协议

备忘录的紧要关头, 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定该协议无

效, 导致和谈功亏一篑。愤怒的 /摩伊 0 战地指

挥官随即向政府军阵地发动炮击, 战火一触即发。

幸好不论是政府方面还是 /摩伊 0 方面, 谁都不

想回到激烈交战的年代。目前双方已就和谈问题恢

复接触, 但和平协议的达成仍需假以时日。

认真实施雅加达协议, 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也是

实现全面和平的重要内容。对于来之不易的雅加达

协议, 阿拉伯国家极为珍惜, 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协

议的实施。 1996年第二十四届伊斯兰外长会议和

1997年第八届伊斯兰首脑会议都对菲南问题的和

平解决表示满意, 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向菲律宾穆斯

林表示祝贺的同时, 也接受了自治区首脑密苏阿里

帮助重建的请求, 呼吁成员国扩大对穆斯林棉兰老

自治区的物质帮助
[ 17]
。这一呼吁得到穆斯林世界

的响应, 1998年下半年, 伊斯兰发展银行答应向

自治区提供 16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 又联合其他

机构再提供 1360万美元的援助
[ 18]
。穆斯林棉兰老

自治区的运作存在众多问题, 尤其是经济重建困难

重重。阿拉伯国家尽力为菲南的经济建设提供帮

助, 利比亚等多个国家向自治区提供了经济援助,

尤以沙特阿拉伯表现最为突出。 2005年, 沙特驻

菲律宾大使承诺提供至少 1亿美元的发展基金, 帮

助兴建菲律宾南部的基础设施, 还保证提供 5000

万美元用于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的发展项目
[ 19]
。

2010年 1月, 菲律宾交通运输部宣布, 沙特发展

基金有意与韩国进出口银行共同为建设棉兰老铁路

项目提供 13亿美元低利率贷款
[ 20]
。 /摩解0 对政

府方面重视与 /摩伊 0 的谈判、忽视对自治区的

经济支持十分不满, 多次要求召开政府、 /摩解 0
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三方会议, 评估雅加达协议的

执行情况。 2007年在吉达召开了第一次三方会议,

评估了协议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实施情况。 2009

年 3月, 第二次三方会议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主要

讨论雅加达协议的社会经济方面。会议成立了相关

的工作委员会, 就需要改善之处进行研究并提出对

策建议。

从停火监督到努力达成和平协议, 是第二阶段

和平进程质的飞跃。因为前者只是保持双方的对峙

状态, 而只有促使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签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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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协议, 并切实执行已有的协议, 才可能真正实现

菲南的和平。可以说, 阿拉伯国家通过自己的和平

努力, 促使菲南从局部和平向全面和平过渡。值得

注意的是, 随着菲南和平进程的演进, 阿拉伯国家

的作用在逐渐发生变化。在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谈判时期, 阿拉伯国家在有关菲南问题的外交活动

中大多扮演积极、主动和主导的角色, 伊斯兰会议

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的 4个成员中有 3个是阿拉伯国

家, 但到 20世纪 90年代后, 阿拉伯国家逐渐淡出

菲南问题, 而让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本地的伊

斯兰国家扮演主导角色, 菲律宾委员会的 8个成员

中只有一半是阿拉伯国家。这种变化的发生, 与中

东局势、各相关国家的政策以及摩洛穆斯林组织的

变化都有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对冲突长

期悬而未决已有厌倦之意, 中东本地有更多、更重

要的问题需要他们去关注, 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巴以冲突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摩伊 0 和 /摩

解 0 竞相争夺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统地位, 甚

至引起阿拉伯国家的矛盾。长期流亡利比亚、沙特

的密苏阿里得到这两个国家的强烈支持, 毕业于爱

资哈尔大学的萨拉马特#哈希姆得到埃及的大力支

持。密苏阿里最终保住了 /摩解 0 在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地位, 1979年 2月第十次伊斯兰外长会议

承认 /摩解 0 是菲律宾穆斯林的唯一代表, 宣布

对菲律宾穆斯林的所有援助都将通过该组织提

供
[ 21]
。 /摩伊0 不接受伊斯兰会议组织帮助达成的

雅加达协议, 对国际干预也持怀疑态度。直到

2000年埃斯特拉达总统对 /摩伊 0 发动全面进攻

后, /摩伊0 才认识到需要某种国际干预以确保协
议的具体实施。因此, 2001年 /摩伊 0 同意在伊

斯兰会议组织的中介下恢复谈判
[ 22]
。

不管阿拉伯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有何

变化, 它们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实现菲南全面和平的

立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虽然 /摩伊 0 与菲律

宾政府还没有达成和平协议, 菲南不时还会发生武

装对抗, 但双方多数情况下都能遵守停火协议, 违

反停火的事件不断减少, 2003年仍有 589起,

2004年只有 15起, 2008年截至 5月只有 1起
[ 23]
。

激烈的战斗只是偶发现象, 尽快实现全面、彻底的

和平已成为相关各方的共识。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努

力受到相关方面的高度评价, 2004年 6月, 伊斯

兰会议组织第 31次会议在关于菲南穆斯林问题的

决议中, 特地为利比亚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向其表示敬意
[ 24]
。 2009年 7月, 菲律宾总

统阿罗约夫人在出访中东地区时, 将埃及、利比

亚、沙特、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称作菲律宾的和平

盟友。她在会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 感谢卡扎

菲本人及利比亚为菲南和平、安定做出的努力, 并

促请卡扎菲为菲律宾的持久和平继续努力
[ 25]
。阿

拉伯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

的肯定。

三  阿拉伯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
挥积极作用的原因

菲南和平进程涉及菲律宾政府、穆斯林反政府

组织以及阿拉伯国家三个方面, 鉴于反政府组织力

量较弱, 影响和平进程的主要因素就是阿拉伯国家

与菲律宾政府的互动关系。

首先, 阿拉伯国家拥有足以影响冲突双方的政

治、经济实力。阿拉伯国家出于穆斯林兄弟情谊,

向 /摩解0 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 /摩

解 0 不能承受失去阿拉伯国家支持的代价。即使
是对外界依赖程度较小的 /摩伊 0, 也不能漠视阿

拉伯国家的立场。而作为一个实力较弱、国内矛盾

尖锐的小国, 菲律宾无法轻松应付获得阿拉伯国家

支持的穆斯林反政府力量。更为重要的是, 菲律宾

经济严重依赖阿拉伯国家。中东是菲律宾原油需求

的主要来源地。 1978年, 沙特、科威特、伊朗、

伊拉克四国向菲律宾供应了 51126万桶石油, 占菲

律宾石油进口总量的 70% 多。 1979年, 上述四国

对菲原油出口减为 4619万桶, 但仍超过菲律宾原

油进口量的 70%
[ 26 ]
。不要说切断对菲律宾的石油

供应, 即便是油价的大幅上调都会对其脆弱的经济

造成重大影响。 1973年菲律宾尚有 1470万美元的

贸易盈余, 1974年 /石油武器 0 的影响开始显现,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菲律宾的贸易赤字猛增到

71646亿美元 [ 27]
。因此, 在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时, 菲律宾必须避免激化矛盾, 以免引起严重后

果。正如一个观察家提醒的: /要是石油政治也扔

进这口大锅, 全国经济就会面临崩溃。0
[ 28]
菲律宾

还严重依赖中东的劳务市场。阿拉伯产油国是菲律

宾劳务输出最重要的对象国, 大批菲律宾医护人

员、工程师、建筑工人等聚集于此。据统计, 1983

年在中东国家工作的菲律宾人多达 25万人, 寄回

国的侨汇收入达到 9155亿美元, 相当于菲律宾商

品出口额的 21%。考虑到仅在 1981年前三季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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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就有 3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这些侨汇对于该

国的贸易平衡就显得特别重要。 1989年在中东工

作的菲律宾工人增加到 50多万人, 侨汇金额超过

20亿美元
[ 29]
。在这种实力对比的情况下, 菲律宾

很难对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要求置若罔闻。

其次, 阿拉伯国家主张公正、公平地解决菲南

问题, 既要维护摩洛穆斯林的利益, 又要尊重菲律

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而为双方立场提供了契合

点。前述伊斯兰外长会议第 18号决议发表后, 马

科斯总统特意发表公报, 感谢会议接受了菲律宾领

土完整是不可谈判的这一基本前提
[ 30]
。阿拉伯国

家虽然不时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 但其原则立场

始终未变。如在 / 1976年的黎波里协议签署后的

几年里, 伊斯兰外长们继续支持摩洛人, 但同时又

避免与分离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也拒绝对马尼拉

实行经济制裁。0 [ 31]
也就是说, 阿拉伯国家并未以

支持分离主义来激化矛盾, 而是主张用和谈来化解

矛盾, 这一立场成为阿拉伯国家充当和平谈判调解

人的基础。

再次,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菲律宾政府

审时度势, 采取了积极、主动、灵活的外交策略,

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 欢迎

阿拉伯国家到菲律宾实地了解真实情况, 消除不实

之词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菲南发生集体屠杀穆斯

林的谣传, 菲律宾政府欢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会

议组织进行实地调查, 因为用马科斯总统的话来

说, 就是 /菲律宾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0。而到访的

各个代表团均认为菲律宾不存在对穆斯林的迫害,

更不要说集体屠杀, 在这个问题上澄清了事实真

相。菲律宾学者认为, 政府的这一做法为菲律宾赢

得了利益: /尽管菲南冲突完全是菲律宾主权范围

内的事务, 但菲律宾允许伊斯兰会议组织调解的诚

意和开明最终获得了回报。 1974年第五届伊斯兰

会议清楚地承认, 该问题必须在菲律宾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框架内予以解决。0 [ 32]
其次, 采取外交

主动, 化解外交难题。 1987年在第十八次伊斯兰

外长会议召开前, /摩解 0 代表团出访阿拉伯各
国, 谋求各国支持其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式成

员。该组织声称已获得 48个成员国中 35国的支

持。按照巴解组织的先例, 如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

正式成员资格, 就意味着该组织成为国际社会承认

的独立政治实体。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菲律宾政

府一方面争取与 /摩解 0 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谈判,

另一方面在外长会议召开前的两天, 总统阿基诺夫

人单方面宣布一条关于穆斯林自治区的法律。虽然

/摩解0 加以拒绝, 但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菲律宾

政府显示出了诚意, 因此拒绝给予 /摩解 0 正式

成员身份
[ 33]
。再次, 适时调整外交政策, 争取阿

拉伯国家的好感。长期以来, 因迫于美国的压力,

菲律宾政府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十月战争后, 菲律宾政府调整中东政策, 谴责以色

列对阿拉伯领土的武力占领, 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人

民的合法权利。菲律宾先后与中东多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 在埃及、科威特、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和摩洛哥等国设立了大使馆。 1975年马科斯

夫人展开中东穿梭外交, 先后访问埃及、阿尔及利

亚、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等国, 获得相关国家不支

持分裂菲律宾的承诺, 加强了菲律宾与这些国家的

外交关系。马科斯夫人的访问尤其成功地改善了与

利比亚和沙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进而影响到这两

国对待菲南问题的态度, 使两国从单方面维护摩洛

穆斯林的利益转为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向冲突双方施

加压力, 既反对经济制裁菲律宾, 也反对摩洛穆斯

林的分离主义立场, 努力推进菲南和平进程。一度

全力支持摩洛斗争的利比亚转变为菲南和平的坚定

支持者, 即使的黎波里协议的实施出现困难, 利比

亚领导人卡扎菲仍表示希望实现和平, 要努力

/终结, ,这场战争, 不给那些反对达成解决办法

的人留下机会0 [ 34]
。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菲

律宾不仅减轻了在菲南穆斯林问题上的外部压力,

也发展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以菲沙关系为

例, 两国贸易额从 1973年的 9030万美元增长到

1981年的 1011亿美元。2005年, 两国贸易额增长

到 22121亿美元, 2006年达到 29185亿美元, 2007

年猛增到 36121亿美元 [ 35 ]
。

事实证明, 菲律宾在菲南问题上的外交策略发

挥了良好效果, 将阿拉伯国家从外部压力变为维护

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积极力量, 避免了国家分裂

的危险, 有效地维护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正是

这一外交策略, 为阿拉伯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 实现了阿拉伯国家

与菲律宾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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