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梅花，江东梅花，复瓣红梅，单瓣白梅都开
了。《殷周金文集成》6085，收录一件串觶铭文，字形
成 贯 梅 状 ，极 是 古 朴 。 昨 日 气 温 陡 降 ，尺 冰 滴 檐 。
散步看梅，成题画一首：

含苞欲绽酒盈樽。窃曲蟠螭岁月痕。
气结殷周一段雪，圈圈点点写梅魂。

王
祥
书
画
作
品

题
串
觶
梅

■ 2023年 2月4日（星期六）

■ Saturday, February 4, 2023
Lt:Idr
AA55印华论坛/副刊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 ，
中菲关系起起伏伏，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风
风雨雨。作为隔海相望和
有着千年交往史的近邻，中
菲关系存在南海争端等彼
此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但
同时也因中-菲-美的特殊
三角关系而长期面临美国
这个外部因素的干扰。维
持对话与合作的轨道，对中
菲而言无疑是避免“零和博
弈”及实现互利共赢的唯一
选择。而破除两国关系中
的美国因素，更需要彼此的
共同智慧与努力。

三种招数，美国挑拨中
菲友好

利用南海问题制造矛
盾，是美国影响中菲关系最
常用的手段。海上有关争
议固然是影响中菲关系的
主要不稳定因素，但并非两
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中
菲 妥 善 处 理 双 边 关 系 中

“南海因素”的成功案例比
比皆是。

美国则通过对菲煽风
点火，引导菲律宾政府采取
强硬的政策立场，从而使得
中菲海上分歧激化、升级并
进而影响双边关系。从幕
后操纵菲律宾阿基诺三世
政府提起南海仲裁案，到刻
意提出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适用于南海，美国利用
南海问题给中菲关系制造
麻烦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首次访华之际，美国造谣称
中国扩建南海无人岛礁，其
用意显而易见。而在 2021
年上半年，有着官方背景的
美国卫星公司为菲律宾提
供了所谓“中国数百艘船只
聚集牛轭礁”的照片，成为

“中菲牛轭礁渔事风波”的
重要导火索。

美国极力将菲律宾牢
牢绑在遏华战车上。追求
独立自主的外交及避免卷
入大国的权力竞争是菲律
宾多数政府的国策。但出
于遏华的需要，美国一再通
过在菲新增和扩建军事基
地、为菲律宾提供海岸警卫
队和海军的训练及武器援
助等方式，试图在拉拢菲律
宾站在美国一边的同时，给
中菲关系投下了嫌隙。

当地时间 1 月 31 日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到访
菲律宾。据美国媒体透露，
奥斯汀此访将与菲律宾总
统马科斯达成一项协议，以
准许美国在菲律宾新增 4
个美军基地。目前美军在
菲律宾已经有 5 个轮换基
地，如果再增加 4 个，意味
着美菲军事合作又往前走
了一步。美国试图玩“一箭
双雕”的策略，在利用新获
得的军事基地强化在南海
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和实时
监视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在
中菲之间制造了相互不信
任感和矛盾。

美国还利用“黑手”干
扰 菲 律 宾 政 府 的 对 华 政
策。自 1989 年美西战争后
双方签署《巴黎和约》，美
国对菲律宾群岛开始了长
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并
借此在菲律宾社会各界培
育了延绵不断、世代交替的

“亲美”势力。
援引一位菲律宾学者

的研究，“每个菲律宾家庭
都有一个美国亲戚”，大量
的美国人在美国结束对菲
殖民统治之后留在了菲律
宾或者在菲律宾留下了后
代。同时，菲律宾的精英份
子，特别是在菲律宾政坛扮
演极为特殊且重要角色的
政府机构及军方，几乎全部
都受到过美国的支持或影
响，对中国一直抱持怀疑、
不信任的态度。

凭借在军界、法律界和
国 会 的“ 亲 美 ”势 力 的 支
持，美国对菲律宾政府的内
政外交施加影响几乎是无
处不在。美国利用在菲“亲
美”势力，对菲政府对华决
策施加影响，同时也借助

“亲美”势力煽动国内涉华
民族主义情绪。

令 人 记 忆 犹 新 的 是 ，
2018 年菲律宾媒体机构拉
普勒（Rappler）通过公开舆
论炒作，迫使菲律宾杜特尔
特政府不得不公布中菲油
气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而
这家公司的幕后就是来自
美国的利益集团。

三个图谋，美国难以放
手菲律宾

美国之所以对中菲关
系如此感兴趣，其不外乎三
个方面考虑。

一是菲律宾是美国岛
链战略不可或缺的环节。

菲律宾地处西太平洋与南
海的交汇处，扼守着巴士海
峡等由南海通往太平洋的
多条战略通道，是美国第一
岛链战略的关键环节，决定
着美国将中国影响力封堵
在第一岛链内的战略成功
与否。特别是随着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突破第一岛
链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对
巩固并强化岛链战略的战
略意愿和需求也明显提升。

二是美国在东南亚方
向牵制中国离不开菲律宾
的支持。中国在区域经济
与安全事务上影响力的不
断增长，加剧了美国对中国
可能挑战其区域霸权地位
的防范心理。特别是自奥
巴马政府以降，美国朝野掀
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其
中认为中国并未按照美国
设定的轨道行事，将挑战美
国主导的区域秩序的观点
占据上风，中国在南海的政
策举措则被视为中国偏离
美国设定轨道的“铁证”。

为牵制中国影响力的
扩散，增加中国崛起为“区
域霸权”的成本，美国开始
想发设法在以南海为主的
印太地区重构对中国遏制
战略。但美国并非南海沿
岸国，也不是东盟成员国，
因而其迫切需要寻找战略
支点和代理人。

东盟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开 始 奉 行“ 大 国 平 衡 战
略”，菲律宾虽声称坚持独
立自主的外交和“大国平衡
战略”，但事实上其长期采
取的是“依靠美国”的安全
和外交战略。同时，相较于
越南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
和政治制度的特殊关系，菲
律宾隶属美国、日本的所谓

“价值观”阵营。因此，菲
律宾成为美国借以牵制中
国扩大在东南亚地区影响
力，迟滞中国实现伟大复兴
进程的首选支点。

三是菲律宾也是在美
国“离岸”主导东南亚地区
安全秩序的重要抓手。冷
战结束后，以 1995 年退出
菲律宾苏比克湾为重要标
志，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
略投入和军事存在一度跌
至 谷 底 。 直 到 2010 年 以
后，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框架下，试图以强化
军事部署为主要内容巩固
和重建对南海地区安全秩

序的主导地位。
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

既面临由东盟主导的地区
安全架构的竞争，也缺少类
似在东北亚那样大型的军
事基地群和强大的盟友集
团支持。在此背景下，菲律
宾与美国订有共同防御条
约，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依赖
自独立依赖一直维持至今，
加之美国通过殖民统治在
菲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
产”，因此成为美国历届政
府间接影响东盟对外决策
和地区议程设置的不二“代
理人”和主要抓手。

三重考验，美国持续破
坏中菲合作

美国的从中捣乱是中
菲海上纠纷长期高烧不退
的直接因素。中菲南海有
关争议涉及部分岛礁领土
主权及海域管辖权主张，事
关双方最高国家利益，因此
寻求短期内彻底解决并不
现实。

自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中菲两国政府通过对话
协商，在有效管控海上分歧
的同时，努力避免影响双边
关系。在马科斯总统 1 月
访问中国时，中菲联合声明
更是重申将以和平方式处
理南海争议，双方同意尽快
重启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
源的磋商机制。但美国似
乎并不乐见中菲海上分歧
得到缓和，反而采取外交、
军事等各方面手段对两国
海上争端添油加醋，令海上
局势持续升温。

美国也是中菲补足军
事安全合作短板的最大干
扰。得益于 2016 年下半年
以后中菲关系在经历长达
4 年多持续下滑之后的顺
利转圜，中国开始超越日本
连续维持菲律宾最大贸易
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的
地位。但相比于两国持续
增长的经贸往来，中菲军事
安全领域的合作却是进展
缓慢，而这与美国的背后干
扰不无关系。

美国借助“金元外交”，
通过向菲军事安全部门提
供巨额援助来收买菲防务
部门的决策。据统计，2015
年以后，美国累计至少向菲
提供了高达 11.4 亿美元的
援助，菲律宾也因此成为整
个印太地区获得外国军事
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通

过军事援助一方面对菲律
宾从俄罗斯等采购武器实
施干扰，另一方面借助在菲
防务部门的“亲美”势力对
菲对外安全与军事合作施
加影响，而中国与菲律宾的
军事安全合作也在美国重
点防范之列。同时，受制于
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安全战
略的“大包大揽”，中菲军
事安全合作除海警部门间
的定期对话、海警船和军舰
访问等之外，其他实质性领
域的合作进展缓慢。

美国的影响同样殃及
中菲经贸与旅游人文往来
合作。在对华贸易与科技
战的框架下，美国以美菲军
事合作、外国资本对菲投资
等为筹码，对中菲在 5G、数
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横加
干扰。

早在 2019 年，菲律宾杜
特尔特政府授权的环球电
信、智能通信等两家 5G 网
络项目承包方就与中国电
信、华为等中资企业拟达成
5G 网 络 建 设 合 作 。 但 此
后，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及
美菲情报、军事基地建设等
领域合作为由，并以将对外
国在菲直接投资产生负面
影响等为要挟，要求菲律宾
停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直
至 2022 年 12 月底，面对美
国的施压，菲律宾有关 5G
网络建设的项目仍悬而未
决，中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合作也因此停滞不前。

除此之外，自 2013 年以
后，受美国幕后操纵菲律宾
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
起南海仲裁案影响，菲律宾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及中菲
赴菲旅游产业受到了波及。

三面出击，中菲合力驱
除“美国幽灵”

两国关系何去何从，应
掌握中国和菲律宾自己手
中。秉持务实的原则，以国
家利益及地区和平稳定为
重，在妥善处理双方有关分
歧的同时，夯实彼此共同利
益基础，是两国关系驱除

“美国幽灵”的根本准绳。
其一，从顶层设计层面

共同制定双边关系的战略
框架迫切需要。目前中菲
关系处于构建全面战略合
作关系的关键阶段。双方
应就如何避免双边关系成
为美国在东南亚乃至印太
地区战略的“牺牲品”下足

功夫。
中菲应考虑建立战略

性的对话机制，厘清两国关
系的优先任务和主要挑战，
澄清影响两国关系的结构
性矛盾，从而为在新形势下
进一步加强中菲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制定战略性、指导
性的框架，推动双边关系再
上新台阶。

其二，妥善处理海上有
关争议依然是中菲关系行
稳致远的头等大事。中菲
关系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就
是海上争端，同时有关争议
也是美国借题发挥给中菲
关系使绊的主要抓手。坦
率地讲，海上争议涉及中菲
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因而对一蹴而就地加以
彻底解决不应抱有幻想，但
这并非意味着中菲关系迈
不过南海争端这道坎。

从 2004 年签署中菲越
南海地震联合勘探协议，到
2017 年建立中菲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中菲两国在
避免海上争端影响双边关
系大局的实践上有着丰富
的经验积累。马科斯总统
1 月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决
定建立中国外交部边海司
与菲律宾外交部海洋司直
接沟通机制，这将对于中菲
减少分歧和做大“共同利益
蛋糕”及增进互信具有重要
意义。

其三，中菲在军事安全
领域的互信构建与实质性
合作应加快步伐。彼此军
事安全互信不足、合作基础
不牢等是美国有机可乘，干
扰中菲关系的重要原因。
因此，除了继续提升在经贸
领域的合作之外，中菲之间
还应尽快补足军事安全领
域合作的短板。两国可从
相对较低敏感领域入手，优
先加强在海上执法、打击海
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事件等
领域的合作，逐步积累军事
安全互信。

同 时 ，双 方 还 可 在 中
国-东盟防长对话机制的框
架下，探讨构建两国防务部
门间的直接战略对话，围绕
南海问题、海上安全形势、
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军舰互
访、武器装备援助等方面进
行讨论。

（本文作者：陈相秒，中
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
究中心主任。）

■ 南海之声

中菲关系中的“美国幽灵”该如何驱除？

近来，国内民众的眼光
又 聚 焦 到“ 印 多 苏 利 亚 ”
(KSP Indosurya)借贷合作社的
案件上。事缘雅加达西区法
院竟以案件属“民事”为由释
放嫌犯，引发各界民众的错
愕惊诧！

回溯4年前，根据《点滴
网》(Detik.com)的资料，印多
苏利亚以每年 9 至 12%的利
息，成功吸引了共约 10 兆
(triliun)印尼盾的客户定期存
款。经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
于2018年 11月的调查，发现
该企业违规操作，并行文警
告以进行改正。但直到2020
年 4月，I“印多苏利亚”没有
处理好企业内部的违法行
为，所以，警方开始立案进行
调查。

2020年 5月4日，警察总
部刑侦厅经济犯罪科将某
HS 及某 SA 定为嫌犯，他们
被控违反 1998 年第 10 号及
1992 年第 7 号宪法，可能被
处 15 年监狱及 200 亿盾罚
款。接着警方于6月22日再
把某 JI 列为嫌犯。自 2012
年起，嫌犯们利用合作社的
企业名义，以违法手段向社
会大众进行集资，并违规印
发由 HS 签名的客户存款账

单(bilyet)。警方于 2021 年 6
月 4日将调查档案呈交给检
察院，估计印多苏利亚非法
侵吞客户的1960亿盾存款。

《快报网》(Kontan.co) 于
今年1月3日报道，检察院原
定于当天在雅加达西区法院
宣读对印多苏利亚案犯的提
控，但因检方尚需补足一些
资料，所以延期一天。检察
小组成员的苏帕罗多(Subro-
to)为延期开庭，特向在法院
等候的合作社骗案受害者们
表达歉意。

数十名印多苏利亚受害
者在雅京西区法院内等候开
审，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
半，听说延期后深表不满、大
发怨言。“呜……我们很失
望，糟透了，法律公正在哪
里？我们等了那么久。”印多
苏利亚受害者联盟的发言人
表示，明天将再来法院，旁听
审案的过程。

1月下旬，在雅加达西区
法院的庭审中，法官认为“印
多苏利亚”案的两名嫌犯并
没有触犯刑事案的足够证
据，应以“普通民事案”办理，
并解除检方对某 HS 及 JI 的
所有指控，法院下令当天无
罪释放。并废掉了检方对
HS 提出 20 年监禁和 2000 亿
盾的控状。

《采访网》(Liputan6)于 28

日称，最高检察院决定为雅
加达西区法院对 HS 的无罪
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政法及安全统筹部长马福特
(Mahfud MD)与检方高层讨论
后作出决定。“印多苏利亚案
的判决震惊全国人民和政
府。该案经过警方、检察院
及 财 务 交 易 报 告 中 心
(PPATK)的长期调查后，认为
该案情节是触犯刑事法的罪
行，却被法院无罪释放。”

国会第三委员会(Komisi
III)议员阿尔苏于 29 日对法
庭释放“印多苏利亚”两名嫌
犯的判决提出批评，认为严
重伤害了社会大众，尤其是
受害人对法律公正的信念。
他希望最高法院(MA)能重新
审视有关该案的所有实情和
证据。“贯彻犯罪意念(mens
rea)及犯罪行为(actus reus)的
法律条款，谨慎地审核该案
是不是有触犯刑事案的地
方。”

阿尔苏向记者表明，雅
加达西区法院是否已深入分
析该案的始末与证据，我们
应该向法官提出几个问题：

“获释的两名嫌犯，作为印多
苏利亚的负责人是否真的没
有违法行为？他俩是否已按
照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的程序和指标对待存款户或
者合作社员？嫌犯是否有以

非法的途径在处理企业时为
个人、亲属或特定团伙分配
利益？”

依据法律分析，一件“民
事法”的相关事例，并非就完
全没有包含了“刑事法”的元
素。阿尔苏认为，与民事法
有关的案件，若被证实是有
预谋的行为，包括以蒙蔽欺
骗、虚假承诺为诱惑，都可以
纳入刑事案的范畴。“倘若法
庭的判决书还没有触及相关
的敏感问题，那么，检察院必
须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步骤，
对该判决争取法律允许的辩
证程序。”

《时代网》(TEMPO.CO)于
2月1日报道，印多苏利亚欺
骗 案 让 约 23000 人 蒙 受 损
失，相关的银额高达 106 兆
印尼盾，造成了持久而深刻
的伤害。雅加达西区法院对
嫌犯HS的无罪判决，在广大
民众间造成极大的震动和怨
愤，政府已决定依法向司法
机构提出上诉。

马福特部长强调，嫌犯
的行为显然已触犯《银行
法》第 46 条，在未获政府许
可的情况下向社会民众进
行大规模集资。若嫌犯以

“合作社”名义为挡箭牌，
那么，为何被蒙骗的 23000
个受害人都不是合作社社
员？“我们不能在确立法律

公正性方面退让，政府及检
察院将提出上诉。考虑到
还有其他受害人，我们将以
新的犯罪行为及犯罪地点
立案调查。在唤醒及树立
民众对法律威信和纯洁的
信心方面，我们决不能退
步、不能失败！”

著名网红政论员德尼
(Denny Siregar)在其 Time Line
平台发表视频讲话，认为

“印多苏利亚合作社”集资

案是旧酒新瓶的“庞氏骗
局”(Skema Ponzi)，很容易被
识破；他质疑监管部门的迟
钝 ，酿 成 了 本 国“ 最 大 骗
案”的惨况。他也以国外对
相同案例的雷霆手段为比
较，痛斥雅加达西区法院竟
然对“大骗子”宽宏大量，
并呼吁大家共同“揭发”！

回顾这几年来，国内屡
次发生保险机构、慈善团
体、投资企业违规、违约拖
欠或使用公款的案例，而首
犯轻松过关，只拉几只“小
虾”祭旗；本国的司法机构
的确该整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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