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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真的会终止吗？

2 月 11 日，菲律宾外交部决定正式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

队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菲律宾的决定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

顿时引发各种评论和猜测。其中，两大问题尤其受到关注：第一，如

何评估“协议”终止后的美菲关系？第二，“协议”终止与中菲关系

的关联性是什么？

据观察，第一，“协议”未必会就此终止，因而谈美菲关系倒退

言之过早；第二，即使美菲关系受损，也不意味着中美军事关系因此

会加速发展。美菲于 1998 年签署“协议”，“协议”规定了美方军人、

军事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以及可获得

的便利，还包括双方举行军事演习的相关内容。美国助理国务卿克拉

克•库珀表示，美菲之间每年有 300 余项军事合作项目，一旦“协议”

被终止，很多项目都将面临无法进行的风险。

菲方终止决定来自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指示，起因则是美国

政府在 2020 年 1 月取消了菲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的赴美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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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侵犯人权”，而这位参议员曾任菲国家警察总监，是杜特尔

特政府“禁毒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菲律宾的“禁毒运动”一直

是杜特尔特总统与美西方国家龃龉不断的原因。美国的这次决定再次

触动了杜特尔特“逆鳞”，终止决定作为杜特尔特一种“报复”行为

的性质更为突出。当然，也有西方媒体和美菲学者指责杜特尔特，认

为他上任后一直质疑美菲军事同盟的价值，一直在寻求削弱美菲双边

关系，而终止“协议”只是借“签证事件”发难而已。

笔者认为，“协议”的中止仍旧命运未卜，理由如下：

第一，距离“协议”终止仍有近 180 天，期间变数甚多。“协议”

规定，美菲一方可以自行决定终止协议，协议将在收到通知的 180 天

后终止。而目前已有消息称，美国驻菲大使已经约见菲律宾高层。未

来，双方就此还会有更多磋商，甚至是涉及更多议题的讨价还价。另

有“前车”可鉴的是，2016 年 9 月，杜特尔特曾宣布要求驻棉兰老

岛的美国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但后来也不了了之。还可以参考的是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被废除前的一天又宣布停止废除，不难

看出美国的强大协调力与影响力。

第二，支持”协议”继续执行在菲律宾是多数派。根据菲律宾媒

体的报道，菲律宾外长和防长都对终止“协议”持不赞同意见，几位

菲资深参议员已经请求杜特尔特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深受美国影响的

菲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立场更是不消多说。至于民意，曾有民调显示，

杜特尔特在国内的高支持率，与其国内治理政策密切相关，但与其对

美政策则无正相关性。因此，可以说，杜特尔特的这次多少有点“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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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寡人”的味道，或许最后还会变成“孤掌难鸣”。

第三，菲律宾短期内很难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菲律宾的国防

现代化长期落后，尽管杜特尔特执政后加大了国防预算，不断购置新

装备，但长期“欠账”并非朝夕之间就可以补上的。菲律宾在对外保

卫国土与对内维护国家安全（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分离势力）都不得

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2017 年的马拉维武装叛乱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有言论称，菲律宾可以从俄罗斯获得援助，参考公开数据不难发

现，至今菲律宾还没有和俄罗斯成交一笔军售合同。所谓的菲俄合作，

仍然只是一种政治意愿的表达。

菲律宾的“疏美“与”亲华“不具有必然联动性。尽管美国驻菲

律宾使馆表示，”协议”终止将对美菲同盟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但是，

考虑到美国对菲律宾马拉维武装叛乱从人力到物资的支持，以及2019

年美菲军事演习次数的明显回升，现在就称同盟关系受到重大打击，

双方信任裂痕日益加大,可能为时过早。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舆论将“疏美“与”亲华“挂钩。声言杜特

尔特不顾菲方在南海的利益终止“协议”，目的就在于加强与中国的

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智库 CSIS 的亚洲透明倡议网站在 2月 12 日发表

的一篇菲律宾学者撰写的评论主调就是如此。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

中菲关系的确得到很大的改观，双方合作得到加强，这主要是在经济

领域，而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则更多聚焦在增进互信和在非传统安全领

域上，如禁毒、打击恐怖主义、马拉维战后重建等。传统安全领域的

合作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度颇高的议题，在南海问题上，尽管气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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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但争端还在，开展实质性合作难度大。

总之，关于“协议”是否会终止，在未来的半年中，还要进一步

观察。

（撰写：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山东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公共安全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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