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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뛻特缘何急流勇退？
对华务实合作促经济发展 其内外政策是否延续受关注

    10月 2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

他将从政坛引退。
菲总统任期 6年，不得连选连任。而不

久前，杜特尔特还表示将竞选下届副总统之

职。如今他的引退决定，令舆论对其真实考
量莫衷一是。

更要紧的是，这位以铁腕禁毒和怒怼美

国而著称于世的总统退出政坛后，菲律宾的

内政外交将去往何处？

一位特立独行的总统
自杜特尔特 2016年上台执政以来，西

方媒体有关他的报道从来都不乏争议。但无

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没人会否认他是一
位富有勇气和意志的总统。

对于长期困扰菲律宾社会的毒品难题，
杜特尔特自上台伊始就以铁血风格予以严

厉打击。对于外界的非议，他毫不退让，甚至

曾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他的禁毒战
争“过于血腥”而誓言任内“绝不访美”。

在亲美色彩浓厚的菲律宾政坛，杜特尔

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亲美势力要求借所谓
“南海仲裁案”向中国发难，杜特尔特强调南

海没有“仲裁”，相关纷争只能通过外交谈判
解决。当新冠疫情来袭，西方国家囤积疫苗

不愿分享时，杜特尔特力主引进并亲自接种
中国国药疫苗，身体力行鼓励民众接种。

凡此种种，杜特尔特的反对者十分不

悦。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在杜特尔特的治下，
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存在感不会轻易消失
对内整肃社会顽疾，对外奉行独立外

交，是杜特尔特在上台之初的誓言。随着杜

特尔特宣布引退，这也可能是他给菲律宾政
坛留下的宝贵遗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
周边外交室主任周士新表示，杜特尔特退出
大选，并不意味着他对菲律宾政坛的影响完
全消除，更不意味着其在执政期间与中国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所取得的成就和效果，将会
消失或被抹杀。

周士新指出，杜特尔特执政五年多以

来，采取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的政策，促进
了菲律宾的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疫情期

间，中菲同舟共济，推进了一系列合作措施，
不仅帮助菲律宾缓解了疫情，而且为疫情后

的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鉴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即将在今年获得通过，进入实质性

落实阶段，中菲关系在既有的中国-东盟自
贸协定的保障下，又增添了更强劲的黏合

剂，双方关系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在减弱。
周士新强调，在此背景下，即使下届菲

律宾政府实行有别于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
政策，也会在推进相关政策时保持足够的谨

慎，避免中菲关系波动对菲律宾造成更大风
险。

或是有意为女儿铺路
10月 2日，杜特尔特还表示，他的女儿

萨拉 ·杜特尔特将在 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

与副总统候选人克里斯托弗 ·吴搭档参选。
萨拉 ·杜特尔特目前是菲第三大城市达

沃市市长。这是杜特尔特问鼎总统宝座的大
本营，而萨拉已在 2日申请竞选连任市长。

尽管萨拉目前并未确认这一消息，但此

前已有分析认为，杜特尔特的引退或许是有
意为其女儿向总统宝座冲刺铺路。现有民调

显示，萨拉是最热门的下届总统人选。
此外，代替杜特尔特角逐副总统的克里

斯托弗 ·吴不仅是国会参议员，也是杜特尔
特长期的政治助手和个人助理。

根据菲律宾的选举规定，参选者在 11

月 15日之前仍可退出和替换，大选时间更
远在明年 5月 9日。也就是说，菲律宾下届

总统的选举格局仍充满变数。
周士新认为，杜特尔特主动放弃竞选，

说明其对下一任总统的归属及其采取的治
国理政措施具有较强信心。如果他的女儿萨

拉 ·杜特尔特参选并最终当选总统，未来菲
律宾对华政策将会具有更强的延续性。

不过，周士新提醒，中菲关系的稳定发
展仍存在一定的变数。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

于美国的对菲和对华政策。由于多重因素，
美国对菲律宾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依然较大。

目前而言，菲律宾下届总统选举的形势仍有

待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杜特尔特务实的
执政路线及其取得的成效，都足以为下一任

总统提供榜样。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朝鲜决定今 9时重启
所有朝韩通讯联络线
    新华社平壤 10月 4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

社 4日发表公报说，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 9

时起重启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线。

公报还说，韩国当局要深深领会重启朝
韩通讯联络线的意义，为改善朝韩关系、打

开今后辉煌前途作出积极努力。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9 月 29 日在

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上

表示，作为努力实现全民族希望朝韩关系
早日恢复、持久和平降临朝鲜半岛的心愿

的一部分，朝方愿重启被断绝的朝韩通讯
联络线。

为抗议和反制韩国对“脱北者”敌视朝
鲜行为处理不力，朝鲜 2020年 6月 9日宣布

将切断朝韩之间一切通讯联络线。
今年 7月 27日，朝韩双方恢复被中断

了 13个月的通讯联络线，但随着 8月韩国
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韩通讯联系再

度中断。

针对 IS成员藏身点
阿塔昨晚发动突袭

    本报特稿 当地时间 10月 3日晚，阿富

汗首都喀布尔市内响起阵阵枪声。塔利班突
袭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成员位于喀布

尔第 17警区的藏身点，并且击毙了多名“伊
斯兰国”成员。目前尚无具体的人员伤亡信

息。

塔利班称，这意味着他们已在喀布尔展

开反“伊斯兰国”行动。
10月 3日早些时候，阿富汗塔利班文化

和信息部副部长扎比乌拉 ·穆贾希德在社交
媒体上证实，喀布尔一清真寺门口发生了爆

炸。爆炸在人群聚集处发生。
阿富汗临时政府内政部发言人赛义

德 ·胡斯提随后证实，爆炸导致 2人死亡，另
有 4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该清真寺内正在举行穆贾
希德几天前去世的母亲的祈祷仪式。

目前尚没有消息证实塔利班突袭行动是
否与早前的爆炸事件有关。

（钟欣）

岸田丸起航，前方并非风平浪静
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日本新内阁今日诞生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下午举行第 100任首

相的指名选举。经过在皇宫举行的首相任命
仪式和阁僚认证仪式后，岸田文雄新内阁将

正式启动。
“岸田丸”出发，但前方航程并非坦途。抗

击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和纠正外交失衡等一
系列问题将考验新掌舵人的政治智慧。

“论功行赏”色彩浓厚
在岸田文雄的故乡广岛县，印有他头像

的“岸田煎饼”出现在大街小巷。有当地民众

表示：“希望新首相能真正听取国民意见。”
以“春风待人、天衣无缝”作为座右铭，岸

田强调“倾听不同意见”是自己的特长。在总
裁选举获胜后的演讲中，他呼吁营造“全员参

与打棒球”的团结氛围应对挑战。

不过从目前的人事安排来看，新“船长”岸
田的“排兵布阵”难言有多少真正的新意。岸田

文雄 1日任命自民党四大要职：税制调查会长
甘利明出任干事长，众议院议员、前首相福田

康夫之子福田达夫担任总务会长，前总务相高

市早苗担任政务调查会长，原奥运担当相远藤
利明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有分析指出，上述

人员都在本次选举中对岸田表达了支持，也都
代表着所在利益团体的诉求。

在内阁成员方面，在日媒曝光的一系列

名单中，来自自民党第一大派阀细田派的前

文部科学相松野博一将出任内阁大管家———
官房长官。茂木敏充、岸信夫留任外相和防卫

相，前环境相铃木俊一出任财务相，文部科学
相萩生田光一调任经济产业相，前法务副大

臣后藤茂之担任厚生劳动相，公明党副党首
齐藤铁夫担任国土交通相。此外，有 13人首

次入阁，其中前自民党政调会代理会长山际

大志郎担任经济再生担当相、前防卫政务官

小林鹰之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可以看
出，尽管岸田试图构建一支“老中青”不同年

龄层组合的执政团队，也对野田圣子等竞选
对手做了“包容性”安排，但背后更鲜明的则

是自民党内“派阀力学”的影子。共同社指出，
岸田文雄对对手阵营人物的冷遇已经引起怨

言，而没有获得重要职位的派系弥漫着不满

情绪。
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认为，岸田没有摆脱
论功行赏的日本政坛陋习，并让“岸田丸”凸

显浓厚的“3A”色彩，引发批评。日本政坛一直
有所谓“3A”控局的说法：前首相安倍晋三、现

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及干事长甘利明三
人，对自民党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而姓氏

的日语读音都是以“A”开头。在吴寄南看来，

目前人事安排恐怕意味着，岸田在施政中将

难展拳脚。

三大挑战两场大考
有观察家认为，岸田的胜利意味着自民

党内的决定性力量选择了“稳定”。在西方媒

体的报道中，岸田一直被视作善于“维持现状
的先生”。而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岸田在内政

外交的一些领域或将采取“没有安倍的安倍
路线”。

当选自民党总裁当天，岸田罕见地在社

交媒体上发帖谈论胜选的心情，表示妻子当
天为他做的晚饭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味

佳肴”。不过，他恐怕没有太多时间细细品尝
“胜利的果实”，一系列挑战已经摆在眼前。

此刻，岸田面对的绝不是一个风平浪静
的日本。吴寄南指出，岸田文雄接下来将面临

三大挑战和两场大考。
第一，应对疫情。前任卸下的包袱，在新

首相面前可能变得更加沉重：日本疫情始终
存在反复，今年冬天很可能出现“第六波”的

蔓延，疫情控制不力的诸多政经负面效应开
始显现。

第二，重振经济。日本经济总体上复苏乏

力，岸田希望构建“新型资本主义”，实现发展
与分配的良性循环。近年来已有外国投资者

对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缺乏有竞争力的领军

产业表现出失望，这样的局面或许并不会因

为换个总裁或首相就简单改变。
第三，应对外交失衡。岸田强调将以“守

护以民主主义为基准的价值观”“守护日本的
和平与安定”以及“通过对环保等全球范畴的

课题作贡献而不断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
在感并守护国家利益”三个原则为准绳推动日

本的外交。但最大的难题或许是，在大国战略

竞争的背景下，日本如何自处。值得关注的是，
岸田决定新设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阁僚

职位，被认为是应对国际秩序变化的措施。
如何领导自民党在接下来的两场“大考”

中获胜，是“岸田丸”马上将面临的直接考验。
日媒报道，岸田拟于本月 14日解散众议院，

在本月末举行众议院选举。而今年以来自民
党在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缺选举中几乎逢

选必输，因此有预测认为此番选举自民党议
席可能会减少三四十席甚至更多。如何抚平

地方民众的不满情绪将考验岸田。而明年 7

月的新一届参议院选举也是一场硬仗。
带着“安倍烙印”的菅义伟告别永田町。

而走到台前、也带着“安倍烙印”的岸田文雄
面临同样的挑战：比证明是合格接班人更难

的也许是———证明自己是岸田文雄，而非仅

仅是继承者。

本报记者 吴宇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