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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时报》报道 《菲律

宾每日问询者报》5月 12日报道，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在11日

向媒体表示，中菲已就黄岩岛事

件重新展开外交对话。他表示，

尽管希望对话能够产生成果，但

菲方认为，外交对话最多只会达

成一种“临时协议”，并不会使争

端得到最终解决。菲律宾最终还

将会寻求“全面的解决方案”，解

决黄岩岛事件。

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在5月 11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致力于用外交方式解决中

菲黄岩岛争端。中方的要求是，中

国的公共服务型船只在黄岩岛的

行动应不受阻碍，中国渔船可以在

黄岩岛自由进行正常的捕鱼活动，

同时，菲方船只要离开黄岩岛。

不过对此，罗萨里奥声称，菲

律宾将“永远不会同意这些要

求”，尽管他并没有透露菲方是如

何回应中方的上述要求的。

罗萨里奥表示，中菲均认为

当前双方并不会就争议的解决达

成“持久方案”。

“我们希望对话能够达成外交

成果，不过外交成果对于结束当前

的僵局而言，最多只会是一个临时

性的方案。”罗萨里奥称。“最终，我

们需要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

报道称，菲律宾已经决定通

过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来“迫

使”中国“认可”菲律宾在南海部

分海域的“主权”。

菲外长称“永不同意”中方对黄岩岛要求

“菲美防御条约”
罩得住菲律宾吗

1951年8月30日美菲在华盛顿

签订《菲美共同防御条约》，于1958年

8月27日正式生效，有效期无限。但

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通知另一方

后一年，终止该条约。

条约由序言和正文 8 条组成。

美菲在条约中规定：将以自助和互

助的方式，保持和发展抵抗外来“武

装进攻”的能力；“对缔约国任何一

方的武装进攻，将危及自己的和平

与安全”，并将“依照宪法程序采取

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对缔约国

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应包括对缔约

国的本土，或在它的管辖之下的太

平洋岛屿领土，或对它在太平洋的

军队、公有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进攻。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该条约，就

会发现美国态度的微妙所在。第

一，条约中“本土”和“岛屿领土”并

不涵盖有争议性的领土和领海。美

国为了有争议的黄岩岛而出兵保护

菲律宾的可能性很小。第二，自助

和互助的方式，包括军事力量保护，

更大可能是军事装备的援助。在中

国和菲律宾这种非对称实力下，在

南海的复杂态势下，美国显然应该

不会选边站，而最多可能以军援的

方式加强菲律宾本身的力量。

从上述分析来看，菲律宾妄想

以《菲美共同防御条约》来做后盾，

有些一厢情愿。

武器

主战坦克（辆）

步兵战车（辆）

潜艇（艘）

多级火箭发射系统

火炮（门）

中国

7500

7700

63

2600

25000

菲律宾

41

559

0

0

309

中菲军事实力对比

菲律宾拿什么叫板黄岩岛？
自菲律宾方面挑起黄岩岛事端

至今，已有一个月。其间，菲方无视

中方的克制、忍让，不断制造事端，

企图挟持外力于国际，挑动民众于

国内，对中方提出的外交解决的正

确主张置若罔闻。我外交部5月11

日表示，菲律宾鼓动民众举行反华

示威游行，是导致事态扩大化、复杂

化的错误举动。作为东南亚岛国的

菲律宾，在靠什么军事力量叫板呢？

从实力来看，菲律宾和中国根本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还不包括中国

是一个拥有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国

家。即使不和中国对比，在东南亚国

家中，菲律宾的军力也是落后的。菲

律宾在黄岩岛的行为如此嚣张，其根

本还在于自以为得到了美国的庇护。

菲民众对比中菲军力
事实上，反思菲律宾此次黄岩岛

行为不妥的不少人都是菲律宾普通民

众。而就在最近，互联网上热传的菲

律宾网友制作的中菲军力对比（见下

表）虽然不准确，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

菲律宾民众的一种心态：

菲 律 宾 空 军 总 人 数 约

17000人，装备有固定翼飞机80

余架、直升机70余架。

菲律宾空军最主要的突击

力量是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生

产的OV-10轻型攻击机和意大

利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S211轻

型攻击机。这两种机型都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基本

不能对外作战，是打击国内游

击队的重要机型。

在1972年美军撤离越南的

过程中，菲律宾靠“捡漏儿”免

费获得近百架喷气式战机。此

外，韩国还曾以“1美元”的象征

性价格向菲律宾提供二手F-5

战机、UH-1直升机和军用卡车

等装备。

菲律宾空军长期以来试图

购买美国的F-16战斗机，但由于

经济实力的原因迟迟没有实现。

“距离”能否成为
菲律宾海战优势

据报道，最靠近黄岩岛的菲律

宾大陆块，是菲律宾的巴拉威歌

市，距黄岩岛 220 公里。从距离上

看，菲律宾的确有优势。从目前菲

律宾的表现来看，除了拼命争取美

国支持外，就是利用距离黄岩岛近

的特点，采取长期骚扰的方针，对

此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既

然能够在亚丁湾为商船护航，也就

能够在黄岩岛打碎菲律宾长期骚

扰对抗的幻想。当然，如果菲律宾

头脑发热“打第一枪”，那么距离的

那点优势在当今现代化海战中，就

完全破灭了。 据《北京晚报》

观察
菲律宾武装部队由海、陆、空三军

组成。实行志愿兵役制，其中现役军

人12万，预备役军人13万。

菲律宾海军总人数 24000 人，装

备有两艘大型巡防舰、11艘轻型巡逻

舰、71 艘小型巡逻艇以及 10 艘登陆

舰。为加强海军实力，菲律宾的主要

方向是增强军备，主要渠道是购买西

方国家的退役二手货。

大型巡防舰中，菲律宾海军的最

大战舰是“德尔毕拉尔”号，是美国向

菲移交的一艘退役“汉密尔顿”级巡逻

舰。最近，菲律宾还从美国购买了第

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原名“达拉

斯”号)，预计月底交菲。

菲律宾还有一艘较大战舰是1400

吨级、二战期间建造的“胡马邦酋长”

号炮舰，就是二战时期下水的美国坎

农级护卫舰。

海军：
因是岛国容易被高估

菲 律 宾 陆 军 总 人 数 约

80000 人，主要装备轻型坦克

65辆，各型履带和轮式装甲车

400余辆，悍马通用吉普车300

辆，105毫米火炮 120门等。但

是和世界陆军先进水平相比，

菲律宾陆军除了在丛林生存技

巧上有些经验外，无论是装备

还是训练都乏善可陈。

例如，在今年的美菲“肩并

肩”演习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菲律宾士官对记者表示，菲

律宾和美国在军事训练水平上

差距很大，两军官兵协同作战

能力并没有很大提高。媒体记

者在军演现场也看到，美国和

菲律宾士兵之间交流并不多，

基本上各“玩”各的。

由于菲律宾陆军基本没有

像样的重型装备，即使是面对

敌方两栖作战的轻装甲部队，

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可以

说，菲律宾陆军只是名义上的

“陆军”，既没有清晰的战略，又

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历史传统，

充其量是一支维护本国社会稳

定的陆上作战力量。

空军：突击力量“上世纪造”

陆军：只是名义上成“军”

菲律宾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