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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杜特爾特訪華之前，菲律賓總統特使、前總統拉莫
斯已於今年8月在香港和中方代表——全國人大外事

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和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進行了
會面，並發表了共同聲明。吳士存透露，當時雙方建議在
鼓勵海洋生態保護、避免緊張局勢、促進漁業和旅遊合
作、便利貿易和投資、加強「二軌」智庫交流等領域增進
交流與合作。
儘管外界對菲新總統此訪抱以諸多期待，但處於「低
谷」的中菲關係要「解凍」卻並非易事。吳士存認為，杜
特爾特此次訪華，至少有三個問題是迴避不了的。

謀求與華關係正常化
第一，如何處理仲裁裁決問題？雖然中方一再重申「不
接受、不承認裁決」的一貫立場，也明確表示，不以裁決
作為中菲重啟雙邊談判的前提。但作為「贏家」的菲律
賓，要求菲方完全放棄裁決也絕非易事。受美國、日本及
國內「親美」勢力等各方力量的牽制，杜特爾特在裁決問
題上表現出了優柔寡斷和左右搖擺。因此，最終怎樣處理
「南海仲裁案」裁決問題，考驗着他和他的團隊的智慧。
「中菲關係改善是大勢所趨，但會受到各方力量牽制。
就杜特爾特本人而言，他沒有明確堅稱中菲關係的改善必
須以裁決為前提，但也沒明確說要放棄裁決。杜特爾特在
如何處理裁決問題上面臨着兩難選擇。但此訪的重要議題
是雙邊關係正常化和經濟合作，所以估計杜特爾特不會拿
仲裁裁決來說事。」吳士存說。
第二，如何處置菲美軍事同盟威脅中國安全利益問
題？阿基諾三世執政期間，菲律賓把自己完全綁在了美
國的「戰車」上，扮演了美國在推進亞太「再平衡」過
程中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的「急先鋒」角色。然而，
杜特爾特政府否定前政府的「親美」路線，主張「獨立
外交」和「平衡外交」，刻意和美國拉開距離。但菲美
同盟的存在是否針對中國和在多大程度上威脅中國的安
全利益是中國關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杜特爾特
的北京之行似乎很難不涉及菲美軍事同盟中的「南海因
素」和中國「安全關切」。

可探討南海漁業合作
第三，能否實現菲漁民重返黃岩島捕魚問題？仲裁庭在
其7月12日的裁決書中裁定：中國執法力量在黃岩島阻止
菲律賓漁民的捕魚活動屬「非法」，要求中國對菲漁民在
黃岩島的捕魚權給予應有的「尊重」。杜特爾特也多次公
開表示，希望中國能允許菲律賓漁民到黃岩島海域捕魚，
「恢復」菲漁民在黃岩島海域的捕魚權。
但吳士存提醒，杜特爾特此行如果提出「黃岩島捕魚

權」問題，將不可避免地使中方認為菲方有意利用裁決
結果向中方施壓，這顯然碰觸了中方的「不接受任何基
於裁決的主張和行動」的底線。這位權威專家建議，為
不讓黃岩島捕魚權問題影響中菲關係改善的大局，避免
雙邊會談可能因此陷入「僵局」，在要求菲方尊重中方
對黃岩島的主權和管轄權的前提下，探討包括黃岩島周
邊海域在內的中菲南海大範圍漁業合作協議，或可作為
一種可行的選擇。

菲總統訪華菲總統訪華 經合成亮點經合成亮點

專 訪 中 國 南 海 研 究 院 院 長吳吳士士存存
吳士存，現任中國南海研究院院

長，兼任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

創新中心副主任、博鰲亞洲論壇研究

院副院長等職，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

委員會委員。吳士存致力於南海問題

研究20多年，長期從事南海史地、海

洋劃界、國際關係與地區安全戰略等

跨領域研究，曾參與中越北部灣劃界

談判，主持相關課題100餘項。著有中

英文專著20 餘部，發表中英文論文

100餘篇。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將於本月18日至

21日訪華，此訪可謂中菲關係「破冰

之旅」。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

日前在京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這可

能預示着受所謂「南海仲裁案」衝擊

而跌入建交41年以來「低谷」的中

菲關係將逐步恢復正常。他預料，此

訪亮點將是雙邊關係正常化和經濟合

作，估計杜氏不會拿「仲裁」裁決來

說事；相信訪問對促進中菲在經貿、

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旅遊、海洋資

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等領域合作都

會有積極而重要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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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杜特爾特上台後為何會頻頻對華示好？
吳士存：這是出於其現實的國內利益考量。菲
律賓擔憂在地區經濟合作機制中被「邊緣
化」，比如在亞投行問題上，菲律賓非常關心
能否得到有關項目資金支持。杜特爾特迫切需
要通過恢復與中國正常友好關係來推動菲律賓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也是他在政治上站穩
腳跟、提升自己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記者：您如何看未來中菲關係發展前景？
吳士存：我個人對未來中菲關係發展前景持謹
慎樂觀的態度。「南海仲裁案」後，菲新總統
借多種場合表達了其「疏美近華」的外交政策
取向。這一政策性轉變很大程度上緩和了中菲
兩國之前由於「南海仲裁案」導致的緊張對立
局面，並在一定程度上打亂或拖延了美國「亞
太再平衡」的戰略進一步推進，同時為中菲兩
國間關係改善提供了契機。
記者：中菲間具體有哪些合作機遇和空間？
吳士存：目前，菲國內經濟發展較為滯後，並

面臨着高失業率、基礎建設薄弱、能源安全危
機等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尤其是在美菲關係
生變的背景下，菲是否還能像以前一樣獲得美
國的援助，尚難推測。因此，基於我國國情和
菲當前迫切需要，我個人認為兩國未來可在農
業、漁業、旅遊、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及
人文等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
記者：香港未來可從哪些方面受益於中菲關係
發展？
吳士存：中菲關係的穩定，尤其是經貿關係的
穩定將使香港受益。一方面，菲律賓是香港的
第14大出口市場，2015年出口總額達33億美
元；同年香港從菲律賓的進口總額達 72 億美
元，主要進口產品包括半導體、電訊設備及電
腦等。另一方面目前有約17萬菲律賓人居住於
香港，大部分從事家庭服務工作，且人數仍在
上升中。中菲關係的穩定，對於促進菲律賓和
香港貿易、投資和旅遊等領域的合作有着重要
意義。

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裁決
出爐後，中國展開了一系列及時有效的
外交和輿論應對，目前南海局勢進入相
對平靜期。不過，吳士存警告，這種平
靜只是短暫和階段性的，未來南海形勢
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法律博弈將有增
無減，軍力博弈將成為南海地緣政治競
爭的顯著特徵。這位專家強調，「雙軌
思路」是推動南海問題的解決朝着正確
方向邁進的重要舉措。「雙軌思路」，
即有關爭議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
妥善解決，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由中國和
東盟國家攜手共同維護。
今年7月，所謂仲裁庭作出最終裁

決，對菲律賓所提訴求幾乎照單全收。
中國重申了「不接受、不承認」的一貫
立場，不接受任何以裁決為基礎的主張
和行動，不承認裁決的所謂「有效性」
和「拘束力」。
談及南海問題未來走向，吳士存表
示，仲裁裁決改變了南海博弈的遊戲規
則，導致有關各方調整利益訴求，南海
行為準則達成共識的難度有所增加，中
國在多邊外交場合面臨圍繞是否執行裁
決的挑戰增多、壓力增大，有關方面圍
繞南海的博弈恐將更加劇烈。
在吳士存看來，中菲關係改善的大方

向不會變，但也不會一帆風順。美國在
南海挑起的中美博弈將成為南海問題的
「新主線」，美大選結果對其未來的
「亞太再平衡」戰略、聯盟關係，以及
南海政策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倡中菲建磋商機制
「南海問題涉及爭端方和爭議島礁數

量多，涉及海域面積廣，複雜程度目前
在世界上絕無僅有，期待短時間內解決
爭議並不現實。」吳士存指出，「雙軌
思路」是推動南海問題的解決朝着正確
方向邁進的重要舉措。
吳士存建議，根據「雙軌思路」的機
制設計，隨着中菲關係改善，可考慮首
先着手建立中菲兩國政府間的高級別磋
商機制，就中菲南海爭議、危機管控和
共同開發等問題進行磋商和探討。中菲
關係因仲裁案的影響陷入低谷，相信中
菲關係將隨着杜特爾特總統此次訪華而
有所改善、重回正軌，也期待中菲兩國
政府找到管控南海危機、解決南海爭議
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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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菲律賓總統特使、前
總統拉莫斯在香港和中方代表會面，有一位頭髮花
白的學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名鼎鼎中國南海
研究院院長吳士存。
1991年初，吳士存從南京大學調至海南工作。
他所在的海南省外事辦需要在兩個月之內提交北部
灣海沿岸島嶼和水域的歷史、地理與現狀等問題的
調研報告。時任海南省外事辦新聞處處長吳士存，
當時奉命主持調研組工作。他率領團隊，通過大量
的資料搜索整理、現場調研和人物專訪，最終形成
了3萬餘字的專題報告；同時，也積累了相當數量
的文獻資料，帶出了一支具備一定專業研究能力的
人才隊伍。
「當時，我就設想，能否創立一個載體，將這

些來之不易的成果積澱下來、傳承下去，以備將來
應對可能更為複雜的南海問題。」1996年2月，海
南南海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7月8日，經國務院
批准，該中心正式更名為「中國南海研究院」。這
期間，吳士存和他帶領的團隊幾經波折，但最終功

夫不負有心人。

研究院與逾50家智庫合作
近年來，中國南海研究院主要着力於建設國家涉

南海「公共外交平台」、「政策諮詢」和「人才培
養」等方面的工作，並已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50多家智庫建立了固定的學術聯繫和合作關係。
回首中國南海研究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長
歷程，作為「掌門人」的吳士存深有感觸地說，一
是要堅信「萬事皆能、惟不言棄」的創業理念；二
是要有創新和探索的精神；三是不當「甩手掌
櫃」，不能超脫，不能想當然。

中菲關係穩定 港經貿將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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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眾多中國企業進軍菲律賓市場。圖為TCL菲律賓公司的技工在組裝彩電。 資料圖片

■■中國南海研究院中國南海研究院
院長吳士存院長吳士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吳士存建議，中菲可探討黃岩島周邊海
域漁業合作。圖為黃岩島。 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88月月，，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中中））在香港與傅在香港與傅
瑩瑩（（左三左三）、）、吳士存吳士存（（左二左二））等人會面等人會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