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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菲同盟到“美菲+”机制解析

菲律宾总统小马斯科自上任以来推动外交政策转向，推动美菲同

盟升级。不同于前任杜特尔特政府将美国描绘为一个“不称职的盟友”，

小马斯科希望维持大国在地区竞争中的平衡，菲律宾相继与美国发表

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和《美菲“2+2”联合声明》，但这种追求

平衡的努力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厘清美菲同盟到“美菲+”机

制的构建过程和机制结构十分必要。

一、美菲同盟发展历程

(一) 同盟构建阶段（1946～1986）

1946年，菲律宾独立，这一年也是铁幕演说发表的年份，预示着

冷战正在拉开帷幕。在美国一方，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

张的目的，意图将菲律宾打造成东南亚反共桥头堡。在菲律宾一方，

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国内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抗日人民军甚至帮助



美军攻入了马尼拉。但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希望借助美国力量维持统

治，以消除“共产主义威胁”。在该方面，美菲双方拥有相近的政策

目标和共同利益，加上菲律宾政府高层和社会精英在美国殖民统治时

期就建立起了对西方的文化认同，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利益的共同和

文化的相近让两国同盟关系快速发展。1947年，美菲两国签署《军事

基地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在华盛顿签订《美菲共

同防御条约》，该条约于1952年8月27日正式生效，有效期无限。条

约规定了双方将加强在集体防卫方面努力，条约认为任何一方在太平

洋地区遭到的武装攻击，都可能危害本方的和平与安全，本方应宣布

依据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这两部条约允许美国

在菲律宾驻军，并为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毫无疑问的这些协议的目

的是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此后，美国在菲律宾建

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包括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

(二) 暂停阶段（1986～1991）

1986年，阿基诺夫人推翻马科斯政府，当选为菲律宾第11任总统，

成为菲律宾也是亚洲第一位女总统，阿基诺夫人上台后废除了马科斯

时代的“军管政策”，减少了对美外交依赖，与中国提升外交关系，

菲律宾国内民众也因美国在殖民统治期间的不人道行为掀起了反美

浪潮，这使得美菲关系受到了严重冲击。该时期美菲同盟关系陷入低

谷，不仅仅是菲律宾单方面行为导致的，也是冷战对立格局解体所带

来的同盟困境导致的。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在亚太已经没

有一支力量可以与其抗衡，菲律宾的地缘重要性大为降低。1991年，



考虑到菲律宾民众的反美情绪，菲律宾参议会通过决议关闭克拉克空

军基地；1992年，苏比克海军基地也被关闭，美军全部撤出菲律宾；

1994年，菲律宾高等法院拒绝延长《军事地位协定》，取消了美国军

人的特殊地位，美菲军事演习暂停，美菲同盟陷入低谷。

(三) 重启阶段（1995～2016）

1995年，“美济礁”事件爆发，菲律宾领导层意识到美军的存在

可以使南海区域处于均势状态，加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菲律

宾需要美国经济援助，菲律宾主动对美国示好，美国也乐于借助菲律

宾的迎合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1998年2月，美菲签订《访问部队

协议》，两国建立正式的军事演习机制，美菲关系有所回升。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反恐放在了对外工作的重要位置，由于

菲南部恐怖活动和中东地区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菲律宾积

极配合美国，成为第一个响应反恐行动的东南亚国家。美菲关系围绕

着反恐行动迅速升温，菲律宾随后派兵参与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执政后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菲律宾因其地缘

的重要性，并且与中国有南海岛屿争端，再次受到美国的重视。时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也在外交政策上选择追随美国。2014 年菲律

宾与美国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更多美军在本土进行军事

演习和训练。美国则推动菲律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贸易协定，

旨在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最重要的是，2016年在阿基诺三世和

美国共同策划了南海仲裁事件，导致南海局势陡然间升温。



(四) 搁置阶段（2016～2018）

2016年6月，杜特尔特执政。杜特尔特在执政前期放弃了对美“一

边倒”的外交政策，采取“对冲”策略，缓和对华关系。美菲关系疏

远是杜特尔特政府希望在中美两国中采取“对冲”姿态，以及表达对

美国持续干预菲律宾内政的不满。2016年9月，杜特尔特在访问越南

期间，曾威胁停止美菲军演，奥巴马政府公开批评杜特尔特政府的“铁

腕禁毒”行为，杜特尔特本人用十分激烈的语言回敬奥巴马。杜特尔

特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交恶所带来的损失是加深与美国安全关系带

来的收益是无法覆盖的，一旦中菲关系恶化，菲律宾的渔业、农业将

遭受巨大打击。在这个情况下，杜特尔特将对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了

中菲经贸合作上，在杜特尔特访华之后，中菲关系发展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五) 升级阶段（2018～）

特朗普上台后，美菲合作步入了“务实合作”阶段。美菲关系重

新升温，意味着菲律宾不可能单方面与中国交好而忽视美国感受。随

着特朗普政府对菲律宾内政的干预减少，杜特尔特政府意识到美国提

供军事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对中菲南海岛屿争端，菲律宾需要继

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菲军事互动机制得以重

启。2019年，澳大利亚参加美菲“肩并肩”军事演习；2020年，拜登

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报告中突出了菲律宾的战略地位；2021

年，美防长奥斯汀重申了对菲《共同防御条约》和《访问部队协议》

的承诺。



2022年6月，小马斯科政府上台。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

小马斯科政府选择了倾向美国的外交路线，与前任杜特尔特将美国描

绘为一个“不称职的盟友”不同，小马斯科希望使相互竞争的大国地

区关系获得平衡，并从中牟利，对美坚持“加强美菲联盟”，对华“含

糊不清、模棱两可”。在台海和南海问题趋于紧张和复杂的形势下，

小马科斯政府伺机与美国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新增

4个军事基地，且其中三个对台湾海峡具有威胁意义，美国则为菲律

宾提供了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仅如此，美菲两国还打造了“美菲

+”机制，期望对目前现有的双边合作进行拓展，将美菲同盟推广到

与更多国家合作，以融入亚太地区的多个合作机制之中。

二、“美菲+”机制框架内容

从“美菲+”机制框架结构来看，其基础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美菲机制的整个框架有四个主要的经常性对话层级，分别是“2+2”

磋商机制（部长级）；双边战略对话机制（高官级）；双边战略对话

框架下的防务和安全工作组（工作组层级）；共同防御委员会——安

全接触委员会及军种对话机制。

在同盟协调方面，该机制涉及共同防御、加强人工智能和其他新

兴技术领域合作，重新激活双边规划制定努力，包括通过协作分析、

桌面演习、联合演训，发展可适应的决策进程和有效的沟通程序；在

信息沟通方面，要朝着实现实时信息共享而努力，必要时与其他国家

部门和机构开展合作，以支持更大程度的互操作性和作战协调，提出



新的军种层面的信息交换倡议。该机制还强调美国和菲律宾继续致力

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或分歧，以及通过双边、小多边、多边平台

的对话和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与过去的美菲同盟相

对比，“美菲+”机制有着合作内容上的纵向深化和在合作对象上的

横向扩展。

纵向上，在“美菲+”机制下的美菲同盟军事合作项目更为敏感，

正如上文提到的，菲律宾同意与美国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将

对美国新开四个军事基地。四个军事基地中三个位于菲律宾北部，对

台海能形成一定的威慑。相较于以前面向美国开放的基地，该批次基

地选址更加敏感，更能体现出美国的战略考虑。此外，美菲还签署了

第一份《美菲双边防卫合作指针》，该文件特别提到要加强双方信息

共享，共同应对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在《美菲“2+2”联合声明》中，

美方将构建在未来5—10年中对菲优先交付军事设施的平台，这意味

着美国将进一步形成对菲律宾军事装备的供应垄断。

横向上，“美菲+”机制允许美菲同盟在此框架下扩大参与成员，

延伸同盟的“横轴”。双边机制逐渐向多边机制演变的事例在亚洲地

区并不鲜见。例如1999年，美日韩三边安全协调（TCOG）正式成立，

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日本首次参与美韩军演。此外，该地区还有

美英澳（AUKUS）三边机制，美日英澳四边机制（Quad）等等。在“美

菲+”机制下，美菲开始探索小多边机制的合作模式。2022年9月，美

日菲首次举行三边防务对话；2023年2月，小马科斯访问日本，日菲

双方表示要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并签署有关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



援的防务合作文件。

三、“美菲+”机制的影响

“美菲+”属于小多边机制，小多边机制的吸引力在于其内在的

灵活性和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自愿而非强制性地履行承诺，对

参与任何一方而言，都不会产生更多的同盟负担。相对而言，多边机

制过于笨拙，并且容易与国内政治利益产生分歧，近些年来，美国同

盟间“规模较大”的集体行动逐步由非正式的“较小规模”集体行动

形式所代替。这种小多边机制的构建，弥补了特朗普时期不得不退群

的尴尬。目前，美国充分利用多个由双边同盟组成的小多边机制推行

印太战略，避免了与盟友出现明显分歧。同时，美国利用多个小多边

机制充当“楔子”，以推动印太框架的构建。

在“美菲+”机制中，其灵活性的体现便是“＋”没有固定的搭

配对象，可以是澳大利亚，也可以是日本、韩国等国，其中以日本最

为突出。日本和菲律宾同属第一岛链国家，若两国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将增强第一岛链对中国的遏制能力，“美菲+”机制恰好提供了这么

一个契机，弥补上印太网络架构在东南亚方向的一个空白。2022年9

月，美日菲举行了首次三边防务对话，10月美日菲韩共同参加了“海

上勇士合作”军事演习，2023年5月，拜登和小马科斯表示，他们期

待建立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以及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三边合作

模式，6月三国举行联合军演并希望美日两国每年与菲律宾海岸警卫



队一起参加3——4次军演。
1
近日，菲律宾防长还宣称“马尼拉将以

最快速度与日本达成军队《相互准入协议》”，2023年11月，菲律宾

接收日本提供的5艘大型巡逻船。自岸田政府上台后，日本已向菲律

宾提供了12艘巡逻船。由此可见，“美菲+”机制为菲日合作，特别

是在美国的加持下为军事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平台。对于日本而言，以

此为契机提升了与菲律宾的关系，不仅仅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还为

日本进一步进入东盟区域打开大门。目前，美菲日军事合作已经成为

南海地区最为成熟的军事合作项目之一。

同时，该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国内政治方面，菲律宾受

到了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对小马斯科政府过于亲美的行为表示不满；

国际政治方面，过于紧密的“美菲+”并不符合菲律宾的平衡战略，

紧跟美国的对华遏制步伐，将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反应，缩小菲律宾的

战略选择空间。

（撰写：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刘成蹊，山

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学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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