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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至6月2日，第21届

香格里拉会议（香会）在新加坡

举行。开幕当晚，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受邀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

中，马科斯大篇幅地论述南海问

题，不仅提及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而且还表示是西班牙与美国

签署的《巴黎和约》将菲律宾凝

结成为一个整体。有记者统计，

马科斯在不到半小时的演讲中，

共提及美国11次，强调美国的

常态化存在是“地区和平的关键

因素”，表示将加强与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在所谓的菲律

宾专属经济区的广泛合作。

为什么马科斯会对美国殖民

统治菲律宾的历史歌功颂德？美

菲同盟关系又怎样影响着菲律宾

的南海政策？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百年来美菲关系的发展演进。

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

美国同菲律宾的往来最早可

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双方最初

的交往以商业活动为主，到19世

纪美国开始在马尼拉开设商馆，

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增

强。不过，这一时期，菲律宾仍

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反

殖运动是当时菲律宾政治的“主

旋律”，随之相伴的是菲律宾民

族独立诉求的日渐清晰。其间，

美国曾欺骗性地向菲律宾人承诺

帮助他们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获

得解放并实现独立，然而最终在

菲律宾上演的却是“前门拒狼后

门进虎”的悲剧。

189 8年美西战争爆发，西

班牙战败后与美国签署《巴黎和

约》，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

各割让给美国，而被割让领土上

民众的政治地位则由美国决定。

《巴黎和约》的签署标志着菲律

宾不仅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而

且还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殖

民扩张的跳板。

此后，美菲战争爆发，美

国在武力镇压了菲律宾抵抗运动

后，开始打着完成“殖民使命”

的旗号对菲进行“殖民改造”，

其具体措施包括：政治上，向菲

律宾引进议会民主制度，在菲

国内扶植亲美精英；经济上，

调整菲律宾产业结构，使其产业

集中于初级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

上，限制菲工业化程度与多元

化水平，使菲加深对美市场依

赖；军事上，长期保持在菲驻

军，将菲打造成美国太平洋防

御战略的关键节点，继189 9年

在苏比克湾建立海军基地后，

于190 3年又建立了克拉克空军

基地；文化上，美国推动英语成

为菲律宾官方语言，要求菲本土

学校教授美国历史与西方文化，

还造就了一批具有美国教育背

景的菲律宾精英，美式文化习

俗与价值观念逐渐成为菲文化

主流。

可以说，菲律宾是美国唯一 

一个长期统治的真正的殖民地，

美国对菲实施了“殖民改造”，

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菲律宾作为现

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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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美菲关系：
“相杀”虽有，“相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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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4日，美菲战争爆发125周年之际，

抗议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集会，呼吁

结束菲美间的《强化防卫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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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独立后转变为双边同盟关系

随着一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

动的兴起，菲律宾的独立运动进

入新一轮高潮。1916年《菲律宾

自治法案》（又称《琼斯法》）

出台，美国承诺给予菲律宾自主

权，成立自治政府，但该承诺需

要到1935年才能兑现。1934年美

国颁布《菲律宾独立法案》（又

称《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案》），

规定菲律宾的国体必须采取共和

形式，宪法须经美国总统最后批

准，在完全独立前需要经过十年

的过渡期，其间美国仍然对菲内

政外交具有实质决策权，包括菲

律宾公民与官员必须效忠美国

等。二战结束后，根据《菲律宾

独立法案》，菲律宾于1946年7月

4日宣布独立。

正如有学者所形容的，国旗

和地位的变化似乎不存在因果关

系。独立后的菲律宾并未摆脱对

美依赖，美国也没有放弃对菲干

涉。除了在政治上扶植菲律宾上

层、在经济上通过签订《贝尔协

定》延长对菲自由贸易时间、规

定美单方面享有最优惠贸易待遇

之外，在军事上，美菲于1947年

签署了《军事基地协定》与《军

事援助协定》，于1951年签署了

《共同防御条约》，从而形成了

美菲同盟关系。可以说，这是在

早期美菲殖民体系基础上美菲双

边关系的再定义与再保障。

美菲缔结同盟关系是由相

互需求所决定的。对于菲律宾，

首先，锚定美菲同盟意味着菲律

宾的国家安全有了重要保障，包

括对外应对冷战时期的地区阵营

对立，对内应对反政府武装力量

的威胁。其次，同意美国在菲建

立军事基地和保留在贸易、投资

领域的优势地位，能够换取美国

对菲的经济支持和财政援助，这

将有助于重建被二战和多年抵抗

运动重创的菲律宾国内经济。最

后，菲律宾既得利益者需要依靠

美国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美国

是二战的胜利者和战后国际秩序

的主要倡导者，与其结盟既能获

得较强的政治合法性，又可以得

到政权稳定的依托。

美菲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来说

则有特殊战略价值。冷战时期，

美国力图将菲律宾打造成遏制共

产主义的前哨。在军事安排上，

美国将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的关

键节点，以增强自身的战略灵活

性与快速部署能力，同时推动菲

律宾与“北锚”日本、“南锚”

澳大利亚形成军事地缘纽带，对

苏联、中国等形成海上围堵之

势。在地区架构上，美国利用菲

律宾增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

影响力，力图打造东南亚条约组

织等反共联盟。

总体来看，美菲同盟在冷战

期间保持了平稳的合作关系。但

是随着冷战结束，美菲的相互需

求下降。1986年，菲律宾“人民

力量革命”推翻马科斯政府（现

总统马克斯父亲）的独裁统治。

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在菲政权

更迭过程中，积极利用其在菲律

宾军队中长期培植的亲美势力，

公开鼓励和支持菲律宾国内的民

2024年4月22日，2024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在马尼拉启动。菲律宾军方称，此次军演持续到5月

10日，参演士兵超过16700名，其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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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改革，扶持反对派上台。1991

年，在同盟共同外部威胁消失

（冷战结束）、菲律宾国内民族

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菲

律宾参议院以12∶11票拒绝续签

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美国关

闭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仍然保留了。

同盟关系成为当前菲律宾以美遏

华的“抓手”

由于曾经长期依赖美国，

到20世纪末，没有了美国军援的

菲律宾沦为东南亚地区军事现代

化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此情况

下，菲律宾国内重新出现要求恢

复与加强美菲军事合作的呼声。

1999年，美菲签订《访问部队协

议》，为恢复双边军事合作奠定

了法律基础。2001年9.11事件

后，美国将东南亚作为反恐“第

二战线”，同步加强了对菲军事

合作，并向菲派遣军事专家协助

棉兰老岛地区的反恐训练。而菲

律宾也全力支持美国，包括向美

开放军事设施，提供后勤保障服

务，等等。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

着亚太地区力量对比格局的深刻

变化、南海问题等地区热点的重

新升温，特别是2012年“黄岩岛

对峙”的发生与此后时任阿基诺

三世政府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

案”，菲律宾对美菲同盟的安全

依赖不断加强，而美国借机重返

亚太、介入南海问题的态势也不

断明显，美菲同盟关系进一步强

化。2014年美菲签订《强化防卫

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军队在菲

律宾轮流驻扎，进行安全合作演

习、联合军事训练活动以及人道

主义援助和救灾活动，以增强互

操作性与现代化。

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执政，

以务实态度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南海问题得以趋稳向好，美菲同

盟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出现暂时性

的疏离。但是在安全方面，基

于美国对菲律宾军队的“深厚”

影响，美菲防务关系并未出现倒

退，一度被暂停的《访问部队协

议》也很快重启。2022年6月底马

科斯政府上台后，美菲同盟再次

进入“蜜月期”，包括菲律宾对

美开放新的军事地点，美菲频繁

举行包括“肩并肩”在内的各类

军事演习等。2023年5月，美菲公

布了首份《双边防卫合作指针》

以强化联盟承诺，包括重申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涵盖

太平洋地区，包括在南海的任何

区域对菲律宾（包括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的武装部队、公务船只

或飞机的所有武装攻击。这个指

针为菲律宾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对

华挑衅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

除了双边层面，美国还在深化亚

太盟伴体系的进程中，将菲律宾

打造为次级核心，推动菲日、菲

澳等双边合作，以及构建“美菲

+”框架下的美菲日、美菲澳三边

合作以及美菲日澳四边合作等。

从合作领域来看，“美菲+”正从

传统的军事合作，向经济安全、

清洁能源、人文等多领域走深，

这集中体现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

行的美日菲三边峰会及其发表的

一系列联合声明中。

美国盟伴对于菲律宾的“打

气撑腰”无疑助长了马科斯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他才

能有恃无恐地在香会的发言中大

放厥词。不过，形成一定反差的

是，美国国防部长在次日的发言

中，对南海问题的表态却相对谨

慎。虽然他重申了美菲《共同防

御条约》“坚定如铁”，但表示

不愿对中菲争端触发条约的可能

性做出揣测，同时强调愿意在任

何情况下与中方进行沟通。美菲

这种反差性的表态反映了双方各

自不同的算计，这或许能为马科

斯政府泼点冷水，让其以更冷静

与理性的态度看待美菲关系，以

及处理中菲南海争议。

纵观美菲关系的百年发展，

可谓是深度融合，“相杀”虽有

但“相爱”更多。然而，两个国

家的双边关系发展，不应损害

其他国家的利益。正如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所指出的，地区合作经

验表明，操弄集团政治、搞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将损害地区战

略安全和利益。维护本国安全发

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唯一正

确的选择是坚守睦邻友好、回归

对话协商、坚持战略自主。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