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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谷举行会晤，就
双边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

在中国社科院亚
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许利平看来，
马科斯政府大概率会
延续杜特尔特“对华
友好”政策。将中国
作 为 新 年 首 访 目 的
地，足见其对中菲关
系的重视，此访有望
开创中菲友好新的“
黄金时代”。

看点二：两国务
实合作怎样结出“新
硕果”

近年来，中菲关
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两国合作再拾强劲发
展势头。目前，中国
已是菲律宾最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市
场。杜特尔特执政六
年中，中方“一带一
路”倡议与菲方“大
建特建”计划深入对
接，比农多—王城跨
河公路桥等中菲合作
项目的相继落地，也
促进了两国人民“心
心相通”。

马科斯在首份国
情咨文报告中表示，
新政府会继续延续并
升级“大建特建”计
划。外界关注此访中
菲双方如何深化务实
合 作 ， 结 出 “ 新 硕
果”。据菲律宾媒体
报道，菲律宾最大的
华人商会组织——菲
华商联总会的成员将
加入马科斯访华团，

该商会认为“这次历
史性的国事访问对菲
律宾经济的增长潜力
非常重要”。

对于此访，中方
亦期待同菲方一道，
以此为契机，持续推
进农业、基建、能源
和人文四大重点领域
合作。

暨南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副院长代帆认
为，未来中菲合作有
望以农业、基建、能
源和人文为“四轮驱
动”，中国在基建领
域有着独特优势，双
方应进一步加强战略
对接，推动更多民生
项目落地。

看点三：人文交
流如何助力中菲友好

中菲是隔海相望
的近邻，两国睦邻友
好 源 远 流 长 。 近 年
来，中菲在旅游、留
学等领域交往密切，

两国结有34对友好省
市。两国通过“中菲
马尼拉论坛”“中菲
相知奖”等平台，稳
步有序推进双方人员
往 来 ， 增 进 相 知 相
亲。

人文交流是连接
中菲两国关系的重要
纽带，而马科斯也亲
身参与、见证了中菲
关系发展历程。1974
年，17岁的马科斯跟
随时任菲律宾第一夫
人的母亲伊梅尔达访
问中国，留下两国交
往的佳话，开启了现
代中菲关系的“破冰
之旅”。

许利平表示，中
菲两国地缘相近、血
缘相亲、文缘相通，
千百年来早已凝结成
无 法 割 舍 的 人 文 纽
带。马科斯作为中菲
关系的见证者、推动
者 ， 将 从 历 史 中 借

鉴更多有益经验，把
中菲关系推向更高水
平。

看点四：双方如
何妥处海上问题、做
大海上合作蛋糕

海上问题是中菲
关系的焦点话题。杜
特尔特执政期间，中
菲建立了南海问题双
边 磋 商 机 制 ， 妥 善
处理海上分歧，推动
在海上搜救、油气开
发、海洋渔业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马科斯上任后主
张不能让海上问题定
义整个菲中关系，双
方可就此进一步加强
沟 通 。 菲 律 宾 外 交
部长助理英佩里亚尔
宣布，马科斯访华期
间，菲中两国外交部
将 建 立 一 条 直 接 沟
通 渠 道 ， 以 避 免 “
误判和沟通不畅”。

此前，时任中国外长
王毅在与菲律宾外长
会晤时亦强调，双方
应始终从战略和全局
高度妥善处理海上问
题，将其置于双边关
系的适当位置。

对 此 ， 代 帆 认
为 ， 在 处 理 地 缘 政
治问题上，马科斯表
明了务实、谨慎的态
度。海上问题并非中
菲关系的全部，中菲
应搁置争议，管控好
分歧，持续推进共同
开发，不断拓展互利
共赢。

许利平指出，对
于 海 上 问 题 分 歧 ，
只 要 中 菲 双 方 坚 持
既有共识，做大合作
蛋糕，两国友好合作
的大船就不会改变航
向 ， 前 行 之 路 只 会
越 走 越 宽 、 行 稳 致
远。(完)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开年访华(下)
任内首次“中国之旅”有何看点？

刚当选为菲总统的小马科斯当年访
华照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