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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国菲律宾经贸关系的历程与未来

周 中 坚

中国菲律宾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
隔着南海相望

,

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传统友谊
。

根据史

籍记载
,

公元 10 世纪宋朝初年
,

两国就有 贸易往来
。

当时菲律宾境内的摩逸国
, “

太平兴国

七年 (公元 98 2年) 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
¹

。

一千多年来
,

菲律宾是同中 国 交往密切 的海外

国家之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中靠关紊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冷落

, 70 年代以来得到

恢复和发展
; 其中的经 贸关系也随之在70 年代初期重现生机

,

继续开拓前进 的道路
。

中菲贸易的低微与断绝 ( 19 5 0一 19 7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
, 飞马钓年

,
中非之夙有, 勺万美元钓喂易氢

,

钱中绝长部分

是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
。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
,
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 行禁运的决

议
。

菲律宾政府迫随美国
,

奉行敌视中国的方针
。 19 5 1年

,

两国贸易额骤降至 5 万美元
,

随后

继续下降
, 19 5 3年只剩下 2 千美元

。 19 5 3年以后
,

由于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
,

国际形

势出现了暂时的缓和
; 19 5 5年亚非会议上

,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同菲律宾 代 表 团 团

长
、

外交部长 罗慕洛会晤
, 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初步改善

。 19 5 4年
,

中菲贸易开始 回升
; 19 5 6

年双方贸易额上升到73 万美元
夕

这是整个五六十年代双方贸易的最高年额
。

但是好景不长
,

随着中美关系 50 年代后期的进一步恶化,
中菲关系又趋冷却

, 19 5 7年双方贸易额又降到 5 万

美元
夕

随后继续低落
,

不绝如缕
, 19 6 3年只剩下微不 足道的40 0美元

,

这是五六十年代 双 方

贸易的最低点
。

如此低水平的贸易最后也维持不了
, 19 6 5年起两国贸易中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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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中菲贸易
,

受到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
,
数量很少

。

在东盟各国这个时期的对

华贸易中
,
数额最小的是菲律宾

。

从 19 5 0年到19 7 0年
,

对华贸易总额印尼为 9 1 , 14 9万美元
,

年平均4 ; 340 万美元 ; 马来西亚为24 , 270 万美元
,

年均 115 5
.

7万美元
;
泰国为3 , 113 万美元 ,



年均 1 4 8万美元
; 而菲律宾只育 18 2

.

例万美元
,

年均8
.

7万美元
。

中菲贸易的直线上升 (1, 71 一 , 98 1)

70 年代初期
,

美国开始佣整对华政策
, 深受美国影响的菲律宾政府跟着行动

,

较快地松

动了同中国的关系
。

1 9 7 0年
,

菲律宾外交部 民罗慕洛表示对中国要采取
“新政策” 。

1 9 7 1年 5

月
,

菲律宾 商会 贸易代表团和菲律宾工商界参观团同时访华
。

当时菲律宾总统 马 科 斯 说
:

“菲律宾商会 贸易代表团访华是健康的发展
” ,

菲律宾对华关系正予以
“
重新估计

” 。

9 月 ,

中菲签订 了一 项 贸 易合司
,

菲律宾句中国合购一万吨 友米
,

中国句雍律宾询买三千 英 吨

(合3 , 0 48 吨) 椰子油»
。

中菲贸易在中断 6 年之后终于开始恢 复
, 19 7 1年双方贸易额 265 万

美元
, 19 7 2年又增到5 29万美元

,

比 19 7 1年增加一倍
。

19 7 3年 4
、

5 月间
, 以菲律宾商会主席克拉维西利亚为 团长的菲访华贸易代表团在中国

受到周恩来 憨理的接见
, 11、 12月间

,

以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回

访菲律宾
,

受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约接见和宴请
。 19 7 3年双方 贸易额增列5 ,

29 8万 美 元
, 比

19 7 2年增
一

长九倍多
,

这是迄今为止双方贸易额年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

19 7 4年
,

两国住来空前频繁
,

双方关系已经走近建交的门槛
。

同年 5 月
,

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接见中国男子篮球代表团时 说
: “

我们的希望是
:
不久以后我们就建立外交关系

。 ”
¼

7 月
,

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主席贝拉斯科少领石油代表团访 华
,

向中国洽购石油
。

10 月 ,
第

一批中国石油运抵 马尼拉
。 19 7谨年双方留易额理

, 39 3万美元
,

比上一年略有减少
。

19 7 5年 6 月
,

菲律宾 憋统马科斯访华
。

6 月 9 日
,

中国非律宾建交眺合公报 在 北 京 签

署
。

公报特另}J写明 :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积极措施
,

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

两国

政府商定将在各自需要和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商谈并缔结贸易协定
。 ”

½同一夭
,
中菲贸

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

如此迅速的举动
,

充分表明两国政府对发展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
。

在已

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中
,

这是独一无二的例子
。

中泰贸易协定签订晚于建交 3 年
,

而中马

贸易协定则晚于建交14 年
。

11 月 ,

双方在马尼拉签订石油贸易协议
。

」
_

9 75 年双方贸易额上升

到6 , 5 30万美元
,

比最高的19 7 3年增长2 3%
。

19 7 6年
,

根据双方贸易协定成立的中菲联合贸易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 就两国贸易问

题进行商谈
,

并就19 7 7年两国进出口商品货单进行了换文
。

从此以后
,

这个联合机构每年举

行一次例会
,

商谈下年度双方贸易额和进出口货单
。

10 月,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在马尼拉举

行
,

参观者60 多万人
,

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贸易往来
。 19 76 年双方贸 易 额 8 , 0 62

万美元
,

比上年增
一

长23 % ; 19 7 7年又比197 6年提高16 % 夕 达到9 ,

36 7万美元犷
19 7 8年 3 月

,

李先念主席访问菲律宾
。

3
、

4 月间 , 中国经济贾易展览会 在菲律宾第二

大城市宿务举行
, 20 多万人前来参观

。

这一年
,

双方贸易额首次 突 破亿 美 元 大 关
,
达 到

14 , 345万美元
,

比 19 7 7年增长5 3 %
。

19 7 9年
,

中菲在北京签订长期贸易协定
、

文化协定
、

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和关于合作建造

旅馆饭店的谅解备忘录
。

长期贸易 协 定 为 期 7 年
夕 规定从 19 7 9年到 19 8 5年

,

两国贸易总额

达到20 亿美元
。

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规定北京一一马尼拉直接通航
。

8 月 1 日
,

菲 律 宾 航 空

公司在这条航线上首次飞行
夕
从马尼拉经广州到北京

; 9 月 1 日,
中国民航也开始从北京经

广州到马尼拉的首航
。

两国民航每周各飞两个航班
。

空中桥梁的架设进一步密切 了两国的经

贸联系和文化交流
。

一9 7 9年
, 两国贸易额 18 , 18 8万美元

,

比 19 7 8年增加 27 %
。

19 8 0年 3月
,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菲
,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在招 待 宴 会上对中国向



菲律宾提供它所需的大来和石油表示感漪
。

1 0月
,

双方在马尼拉签订水电设备供货协定
,

.

中

国向菲律宾提供价值3 , 0 0 0万美元
、

总友电能力约1 0万千瓦的 5 0 0套小型水力发电站设备¾
。

n 月
,

双方在 马 尼拉签订 《双方存款便 川细卫叭
,

两 国各提供2 , 0 00 万美元为期 五 年 的 存

款
,
以促进更密 切的 经济和贾易

。 19 80 年
,

非律宾从中国迸口 了100 万吨原油
。

这一年双方

贸易总额连越 2亿和 3亿美元两大关
, 增加到32 , 8 19 万美元

,

比扮79 年增长8。%
。

19 81 年 8 月
,

赵紫阳总理访问菲律宾时
,

专门谈到东南亚国家所普遍担 心的中国同东南

业国家共产党灼关系问题
。

他说
,

各国共产党纯属各国的内部问题
,

中国不加千涉
。

中国对

这些 国家的共幸党的内部事务
,

也不干预
,

为了解决厉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

中国做了极大的

努力
, 以便使它不成为发晨巾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障碍¿

。

根据 1月在马尼拉签订的合同
,

19 8 1年中国向菲律宾供应京油90 万 吨
,

比 19 8 0 年 减 少10 万 吨
。

非 律 宾对 中国目 前 能 源

方面的国难表示理解
,

希望中国原油产量增加 以 后
,

对菲律宾的出口将随之增加Á
。 19 81 年

双方贸易额32 , 8 95 万美元 , 基本上与19 8 0年持平
,

略有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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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
, 1 9 7 1年到198 1年是中菲贸易直 线上升的十年

。

十年中
,

两国贸易

领从2“万美元上升到32
, 8 95 万美元

,

增加了1 23 倍
,

平均年增长率达 6 2 %
。

在东盟国家的对

华贺易中
,
其增长速度仅次于同期的中泰贸易 ( 19 7 4一 19 8 2年中泰贸易额 增 长1 37 倍

,

平均

年增
一

民率85 % )  
。

中菲贸易的徘徊与经济合作的起步 ( 1” 2一19 8 6)

.

19 82年以后
,

菲律宾国内各种矛盾激化
。 19 8 3年 3月发生反对党领导人尼格诺

·

阿基诺

被谋 杀事件
,

政 局更加动荡不安
。

严重的政治局势
,

加上西方 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

使菲

律宾圣济陷入 困竟
。

外渍激增
,
资金外流

,

工 业生产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 19 8 4年和19 8 5

年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共达 10 %为负增长回
,

经济预临崩溃
.

边缘
。

从 19 8 2年开始
,

中

菲贺易随之下降
,

在前两年所达到的水平之下起 伏徘洞
。

19 8 2年
,

中非贸易额从 19 8 1年的32 , 8 95 万美元下降到27 , 6 33万美元
,

下炸了16 % ; 19 8 3

年再下涤到15 , 15 6万美元
,

比19 8 2年下降45 % ,

成为19 7 9年以后双方贸易额最少的年份
。

19 8里年 l月
,

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的谅解备忘录
。

面对着门易额下降的局

瓦
_

双方 同 意 努 力争取使每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5 亿美元的 目标  
。

这一年双边贸易额有

所回升, 但也只有2 1 , 6 25 万美元
。

其中中国向菲律宾出口原油70 万吨
,

金额12 , 337 万美元
,

古双方贸易总额的一半多 ; 出口煤炭29 万吨 , 金 额 1 , 2 42 万美元 ; 大米 8 万 吨
,

金 额 1 ,

76 2

万美元
; 玉米3.

5万吨 , 金额 44 3万美元  
。

这几项产品占了当年中国对菲出口总额的90 %
。

198 5年 5 月
, 双方签署一项协定

,

将19 8 5年双边贸易增加到五亿美元  
。

这一年双边贸



易颧比1匀8 4年增长了2刁%
,

但也只达 到26
,

朽5万美元
。

其中中国向非稗宾出口原抽
_

71 万

吨
,

成品油 1
.

8万吨 , 两者合值 1 2
,
5 4 3万美元

, 基本上与上年持平 ; 煤炭出 p 增更79 无吨
,

价

值 3 ,

23 1万美元 , 玉米13 万吨
,
价值 1 ,

5 30 万 美 元  ‘ 这几项商品占 了当年中匡两 琳禅宾出

口 总额的81 %
。

19 8 6年 2月 ,
科

·

阿基诺就任菲律宾总统
。

阿基诺政府重视发展夙中国的关系
。

6 月,

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带着加弧菲中友谊和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使命访华
。

他希望中国方面采

取积极措施缩小菲中贸易中的中方顺差
,
并希望中国到菲律宾投资共同开发

几

林业和矿业
。

中

国方面表示
,
中国很关心两国贸易不平衡间题

,
并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缩小中方的顺差 ; 中

国愿在与菲律宾国营贸易公司保持关系的同时
,
欢迎菲律宾私商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
并欢

迎更多的菲律宾商人参加 中国的广交会
, 使两国贸易更灵活多样 ; 中国将以积极志度促进相

互间的投资
。

劳雷尔在结束访问时说
,
中国方面正在设法增加从菲律宾的进口

,
努力缩小双

边贸易中的非律宾逆差
。

劳雷尔访华刚结束
,

访菲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宣布
,

中菲签署了价值为

4 ,

70 0万美元的贸易合同
, 其中中国从菲律宾进口 4 , 0 00 万美元的货物

,

向菲律宾出口 7 00 万美

元的货物 
。

通过共同努力
, 19 8 6年菲律宾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比上年塔长了2 % ,

总额达到

9 , 67 。万美元
,
创了非待燕刘华吐口郑跳寿稿纪录

,
非戈过去汰伪碱少

。

这一 年双方负易额

为2 3 , 0 23万美元
, 比19 8 5年低

, 主要原 因是中国对菲律宾的石油 出 口 减 少丁
_

2。万仿卜 19 8 6

年
,
中国对菲出口石油 47万吨

, 成品油5 . 4万吨
, 两者合计金额 4 , 3浦万关元

, 、
_

氛比 19 8 5年

减少 了66 % , 与此相反
,
出口煤炭却继续大幅度增加

,
出口额达到10 4万吨

, 立领增到4 ,

工09

万美元 , 出口 玉米增到 9 万吨
, 金额 9 14 万美元  

。

这几项商品 占同年中对菲出日 总额 7。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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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经济合作 80 年代起步 , 目前已取得初步成绩
。

菲律宾在中国投资的项 目有显像管
、

胶合板
、

家具
、

手饰
、

纺织
、

旅馆等企业
。 19 8 4年

,
中国实际利用菲律宾投资229 万 美 元 ,

19 8 6年为 1“万美元  
。

到 目前为止
,
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额已近70 。万美元

, 主要台作项目

有木材
、

造 纸
、

粉丝
、

夹板
、

电焊条
、

饭店等企业  
。

例如 19 8 5年
,
中菲在马尼拉合资兴办

电焊条公司
,
这是中国电焊条行业首次向国外输出技术和合资建厂

, 注册资金20 0万美元
,

中

菲各投资50 % , 初期年产 1 , 500 吨电焊条 @
。 19 8 7年 , 中菲合资在菲律宾武拉干省兴 办 米粉

厂
,
年产细条烘千粉3 , 0 00 吨@

。

19 8 7年 4 月
,

中国援建的一座具有6 , 00 0干瓦发电能力的水

电站投入使用
。 19 7 6一 19 8 6年

,

中国在菲律宾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总 合 同 额 为2 1 , 9 09 万美

元 ,
与在泰国的合同额基本相等, 其 中承包工程为21 , 8 94 万美元 ,

劳务合作为15 万美元@
。

中菲经贸关系发展的总结与展望

综观中菲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
, 可以明显地看到下列几个基本情况

:

(一 ) 中菲贸易经历了同某些东盟国家
、

诸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对华贸易类似的过程
,

从低落到发展又到近年来的徘徊
。

头两个阶段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制约
:
五六十年代双方政治

关系的恶化是贸易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 ; 70 年代以后 , 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

外交关系的建



立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
推动着双方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

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徘徊则

主要来源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 双方经济的结构

、

形势及其实力限制着经贸关系的 规 模和 方

向
,
在政治关系良好的时期尤其是如此

。

(二 ) 中菲贸易数额还小
, 在双方各自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很低

。

80 年代以来
,

中菲贸

易额一直在每年 3 亿美元上下起伏
。

19 7 9年双方规定的七年 (1 9 7 9一 1 9 8 5) 双边贸易总额20

亿美元指标
,

实际上只达到17
.

5亿美元
。

1 9 8 杏年和1 9 8 5年双方先后两次提出每年 5 亿美元的

双边贸易额计划
,
迄今未能实现

。

19 8 7年
,
双方贸易额只 占当年菲律宾外贸总额的2

.

4 %
,

在

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更小
, 只有0

.

34 %
。

(三 ) 菲律宾在中菲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
, 情况比马来西亚和泰国 都 要 严 重

。

从

1 9 7 1年双方贸易开始恢复到19 8 6年
,

16 年中菲律宾有巧年逆差
。

这 16 年菲律宾从中国进口 总

额18 0
,
7 34 万美元

,
对中国出口 总额66

,

753 万美元
,

出口只有进 口的 37 %
,

总逆差额达 1 1 3 ,

9 81

万美元
。

经过双方努力
, 1 9 8 6年情况虽有所缓和

,

但还没有根本扭转
,

而且在当年菲方逆差

减少额中
, 66 %是靠减少从中国进口 取得的

,

依靠菲对中国增加出口取得的只 占34 %
。

(四 ) 中菲贸易以农产品和初级产 品为主
。

菲律宾输到中国的主要商 品 是 原 糖
、

椰子

油
、

木材
、

胶合板
、

铜矿石
、

铬矿
一

石
、

电解铜等
,
这些也都是菲律宾的主要物产

。

中国输往

菲律宾的主要商品是石油
、

煤炭
、

粮食
、

钢铁制品
、

机械产品
、

食品罐头
、

轻纺产品等
。

其

中最大宗的是石油
,
通 常占中国对菲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

。

在东盟国家进口中国石油的数量

方面
,
菲律宾仅次于新加坡

,
而与泰国不相上下

。

菲律宾是缺乏矿物能源的国家
,
十分需要

从中国进 口石油
。

1 9 7 4年1 0月
, 当第一批中国原油运抵马尼拉时

,
菲律宾政府在码头上举行

欢迎仪式
,
认为中国石油的抵达是一个表 现 菲 中 关系

“深 刻 变 化 的重 要 事 件
” 。

19 8 4

年 7
、

8 月间 , 双方分别举行了原油贸易十周年庆祝活动
。

菲律宾对 中国原油的大量进口
,

产生了双方贸易不平衡问题
。

近年来
,
菲律宾进口 中国石油有所减少

, 与此同时
, 另一种重

要能源一一煤炭从中国的进 口却急剧增加
,
菲律宾已成为进口 中国煤炭最多的东盟国家

。

粮

食也是菲律宾从中国进 口的重要货物
。

19 8 5年和 1 9 8 6年
, 玉米取代大米成为从中国进口 的主

要粮食品种
。

石油
、

煤炭
、

粮 食这三项货物
,

占了菲律宾从中国进 口 总额的大部分
。

(五 ) 双方经济合作的规模还小
。

在东盟国家对华投资中
,
菲律宾比不上新加坡

, 也比

不上泰国
。

中菲都是发展中国家
, 根据双方国情

, 目前两国的经济合作
, 重

沙

点放在投 资少
、

见效快
、

经济效益好
、

产品有销路的中小型项目上
。

对菲律宾来说
,
中菲贸易中最急切的问题是解决长期存在的菲律宾单方逆差

。

1 9 8 8年 4

月
,
科

·

阿基诺总统在访华前夕曾经指出
,
这次访问的最大议题是如何 改善目前双方贸易平

衡问题
。

她说
,

中国在菲中员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是 由于菲大量进 口中国的原油
。

要改变这种

状态
,

菲必须增加出口函
。

这就需要从挖掘现有条件下的贸易潜力入手
,

但现有的贸易潜 力 毕

竞是有限的
,

经过多年的挖掘
,

不可能剩下太多的潜能
。

从长远来看
,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对华

贸易一样
,

中菲经贸关系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双方经济的增长
,
决定于双方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
。

只有经济实力的增强
,
才能扩大双方市场的容量和经济合作的能力 ; 只有工业化程度的

提高才能增加工业制成品仁双方贸易中的比重
, 从而改变传统的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的

贸易结构
。

据此考察
, 应祥

一

说中菲经贸关系的发展正面临良好的历史机遇
。

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正在胜利进行
, 国民生户总值平均每年以接近10 %的速度持续增长

,
对外开放正在继续扩

大和深入
,

以实行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又给中菲两国的

经贸关系注入强大的活力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
中国不但能够充分供应菲律宾对中国传统



出口商品的需要
,
而且工业制成品将具有越井越强的竞争力

。

伊红中国 的 农 业 机 械由于

轻巧实用
,
价格便宜

,
符合菲律宾农业生产的需要和购买力的水平

, 在菲律宾 深 受 欢 迎
,

销路增加很快  
。

菲律宾的铜
、

铬
、

木材
、

胶合板
、

化肥等都是中国需要的 物 资
,
糖 和 椰

油 也 还 有 销售潜力
, 菲律宾未来的工业产品

,
也将会在中国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

,
菲律宾

的经济在越过前几年的低谷 以 后
, 19 8 6年开始回 升

, 当 年 取 得1 . 5 % 的 增 长 率 , 19 8 7年

又比 19 8 6年增长5 . 0 5 %
。 19 8 7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24 . 6亿美元

,
较19 8 6年增长2 5

. 9 8 % ; 全年

国际收支顺差4 . 5亿美元
,

外汇储备约达 19 亿美元 , 国内外投资呈增加趋势
。

菲律宾 政 府提

出19 8 8年经济要增长6 . 7 % ,

并制订了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 
。

水涨船高
夕 19 8 7年中菲 贸 易

额已经 回升到接近三亿美元
, 比 19 8 6年增长27 % ,

是近几年来双方贸易额最高的一年
, 其增

长率略高于菲律宾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
。 19 8 8年开始以来双方贸易继续增长

, 1月份达 3 , 1 38

万美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27 %  
。

据此预计
, 198 8年全年双方贸易额有可能超过 3 亿美元

,

并有可能突破 以前的最高纪录
。

双方贸易额每年达到 5 亿美元的计划估计几年内可以实现
。

除此
“
天时

”
方面的良好机遇以外

,
中菲经贸关系还拥有

“地利 ” “
人和

” 这两个有利

条件
。

中菲两国仅仅一水之隔
,
且不说我国台湾省南端与菲律宾北端的巴坦群岛, 仅隔一条

宽 60 多海里的巴士海峡 ,
晴天可以互相望见 ; 从中国大陆到非律宾

, 坐飞机也只需要一个小

时 , 南 海联接两国海港
,
为两国之间提供了一条近便而广阔的运输通道

。

十多年来
,
中菲两

国已经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关系
,

从政府到民间
,

从政治到经济文化
,
各个阶层

、

各个领域 的

往来日益频繁
。

菲律宾有50 多万华人华侨 ,
更多的人具有中国血统

。

菲律宾总统科
·

阿基诺

19 8 7年说过
, 很多菲律宾人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后裔

, “
我也是其中之一

” 。

她说
: “

我对自

己具有中国渊源感到很自豪
,
我想不少菲律宾人也是如此

。

我希望两国更加密
t

切合作
,
互相

帮助
。 ”  故土之情和传统联系 ,

使广大华人华侨在中菲经贸交往中发挥 着 重 要 的作用
。

一座中菲历史长桥 已经重新飞架于南海之上
,
中菲经贸往来前景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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