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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海评 慕安会“餐桌之争”折射美单极世界观不得人心

第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日前闭

幕，与会各方在诸多问题上仍存较大

分歧，全球安全曙光难现。其间，一场

“餐桌之争”引发舆论关注。

 月  日，慕安会第二天，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

度外长苏杰生共同参加一场座谈，讨

论多极世界问题。作为东道主，贝尔

伯克首先就主持人关于“德国为什么

对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持开放态度”的

提问作答。在当前西方语境之中，这

一问题并不是夸奖，而是质问。提问

者所谓的逻辑恐怕是：在本来就处于

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多极化恐怕

会使一些大国更加不必担心外部约

束，从而自行其是。既然如此，德国为

什么要欢迎多极化？

贝尔伯克的回应是：德国希望在

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同时，各国都能做

到“坚定、尊重和自我反思”。换言之，

多极化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一些国

家还没有做好迎接多极世界、调整自

身思想和行为的准备。她用了一个比

喻，暗示多极世界应该是“所有人在餐

桌旁商量着如何切分桌上的馅饼”，不

能放任个别国家“将馅饼整个抢走”。

贝尔伯克的“餐桌”比喻好像按下

了一个按钮，让在场嘉宾接下来一直

围绕着这张“桌子”打转。在贝尔伯克

之后回答问题的就是布林肯，当被问

及中美关系问题时，他先是自我表扬

了一番本届美国政府的成绩，而后强

调“基于自愿的联盟与伙伴体系”是美

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比较优势，承

认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独自应对

当今时代的挑战。随后他话锋一转，

表示“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

上，那么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不少分析认为，布林肯的说法再

次表现出美国强硬的立场。而从上下

文来看，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论也体

现了美国背后的焦虑。即如果美国抗

拒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机构，

抗拒在多边层面与盟伴合作，那么结

果将是美国无法在多边层面发挥自身

影响，最终关乎美国利益的事务可能

会在美国“不在场”的情况下被他国决

定。布林肯这一番比喻，首要目的还

是要为拜登政府重视寻找伙伴、构建

联盟的外交政策“正名”，驳斥美国国

内正在抬头的孤立主义，安抚对华盛

顿可能再次发生政权更迭、引发外交

政策大变向而惴惴不安的欧洲盟伴。

其次，布林肯此言也是敲打刚刚为多

极化辩护的贝尔伯克，暗指德国或其

他可能成为美国盟伴的国家不可能在

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独善其身”，必须

选边站队，否则就会失去对国际事务

的影响力和相应的自身利益。

在场的人自然都听懂了“餐桌菜

单”的弦外之音，其中承受最大压力的

是印度外长苏杰生。由于在俄乌冲突

中拒绝完全站队美欧，始终保持与俄

罗斯的石油贸易，印度在慕安会上遭

到了不少批评。因此，当被问及印度

如何在金砖国家和西方之间自处，苏

杰生也借用“餐桌”的隐喻，表示只要

与他者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给国

际社会这张“餐桌”增添价值。显然，

这是批评美欧试图彻底孤立俄罗斯的

做法，强调印度与美欧和俄同时发展

关系的做法才符合国际社会利益。

令人惊讶的是，对布林肯“餐桌菜

单”论最直接的批评来自乌克兰议员

贡恰连科。他颇为尖锐地质疑道，乌

克兰在布达佩斯上了“餐桌”，自愿放

弃了核武器，但是现在依然在“菜单”

上，乌克兰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美国

是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还是更希望

乌克兰重拾核武器？

贡恰连科的质问揭示出了比上不

上“餐桌”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其他

国家即使上了美国期待的“餐桌”，就

能真正免于上“菜单”的命运吗？“餐

桌之争”表明，即使是在盟伴中，美国

青睐的单极世界和“非此即彼”也并不

得人心。借用贝尔伯克的话来说，美

国以及整个西方还需要更多的反思，

真正接受并和其他国家共同打造一张

平稳、有序、普惠、包容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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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应如何应对？
答：对于菲律宾的不断挑衅，中

国政府虽然有信心应对各种局面和

挑战，维护国家主权，但在具体行动

中依然保持高度谨慎和警惕，尽量

避免中菲关系陷入断崖式下坠，以

防损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因此，

中国政府总是以大局为重，至今没

有大规模动用军事力量，而是以民

事执法为主，以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为主。随着形势发展，中国在应对

菲律宾挑衅的政策措施上会更加灵

活、多管齐下，推动菲律宾改弦更

张、相向而行，避免引发难以逆转的

后果。

一、保持战略沟通磋商，避免两
国关系因南海问题失控。中菲在中

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两国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框架下，在各领

域和层次上依然保持较为密切的对

话交流，成为双边关系依然保持较

高韧性的基础。中国要提醒菲律宾

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在南

海问题上保持克制，重启两国关于

南海问题的双边谈判，甚至以《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围绕南海议

题开展有利于两国共同安全与发展

的合作，促进两国在互利共赢中缓

解当前紧张态势。

二、推进有助于避免冲突或冲
突升级的预防性外交，降低南海紧
张局势的热度。中国要让菲律宾认

识到，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并不利于

菲律宾，双输局面可能会让菲律宾

遭受更大损失。中国可以建议和菲

律宾建立联合工作组或充分利用中

国和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热线电

话，落实建立信任措施。如果双方

在海上发生冲突，联合工作组应立

即启动，找出问题出现的症结，提出

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避免局势进

一步恶化。

三、坚决捍卫岛礁和海域主权
和管辖权，抵制甚至反制任何侵权
行为。中国海警和一线其他执法力

量对制止菲律宾挑衅行动采取了有

力而及时的应对措施，让菲律宾的

非法冲撞活动没有得逞。未来，中

国还可能加大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

执法力度，必要时果断暂停一些基

于人道主义考虑的措施，如菲律宾

渔民在中国主张海域活动、菲律宾

向非法“坐滩”军舰进行补给等，彰

显国家主权的不容侵犯性。

菲在南海侵权挑衅 中国如何应对？

今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的侵权挑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表现
得变本加厉，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
菲律宾为何有如此行为？中国如何
应对？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问：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
动作频频有哪些特征？
答：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动作

与    年相比，存在着延续和发

展的特征，体现出菲律宾在南海问

题上越来越肆无忌惮，似乎不再顾

及可能彻底破坏菲中关系。

一、与美国等国在南海举行多
场大型联合演习。    年 月，菲

律宾与美国、澳大利亚共动员 .  

万名军人，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  月，

菲律宾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

拿大举办，邀请法国、新西兰、印尼

等国参与，在吕宋岛南部海域举行

“齐心协力”联合演习。据悉，    

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时间更长，

参加国家和兵力更多。

菲律宾还与多国多次在南海

海空域联合巡航。    年  月，

美菲在南海进行联合空中和海上

巡逻，双方军机在菲律宾最北端的

巴坦省附近联合巡逻，距中国台湾

仅   公里。同月，菲律宾和澳大

利亚在南海进行首次联合海空巡

航。    年 月，美菲组织空中联

合巡航，菲律宾出动 架      

轻型战斗机，为美国    H战略

轰炸机护航，实战特征非常明显。

二、念念不忘冲撞黄岩岛，妄
图攫取中国对黄岩岛主权。    

年 月、  月、  月，    年 月、 

月，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及海

警船只多次闯入黄岩岛邻近海域。

菲律宾还污蔑中国对黄岩岛

等岛礁海域的治理。 月  日，菲

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发言人称，

中国渔民在黄岩岛使用氰化物捕

捞，破坏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渔场，

阻止菲律宾渔船捕鱼，导致至少

  亿比索损失。然而  日他又承

认，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中国渔民使

用氰化物破坏黄岩岛海洋资源。

三、妄图向非法“坐滩”的军舰
实施运补，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
久占领”。    年 月，菲律宾两

艘海警船和两艘补给船非法闯入

仁爱礁附近海域，试图向非法坐滩

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建筑材

料。马科斯总统表示，菲律宾从未

承诺过移走“马德雷山”号，“如果

有这样的协议，现在就废除”。  

月，菲律宾两艘民用船和两艘海警

船擅自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并以

危险方式碰撞在现场执法的中国

海警船和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

  月，菲律宾两艘海警船、一艘公

务船和一艘运补船企图向仁爱礁

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菲

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随船登

上非法“坐滩”军舰并进行炒作。

四、妄图以立法形式固化侵占
中国岛礁和海域。 月  日，菲律

宾参议院三读通过名为《菲律宾海

域法（    号法案）》的修正案，规

定了群岛边界、国家内水以及菲律

宾政府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专属

经济区，还加上一句“菲律宾专属

经济区内建设的所有人工岛屿均

属于菲律宾政府所有”，为菲律宾

政府对专属经济区内所有人工岛

礁提出主权主张提供法理基础。

问：菲律宾这些动作目的何在？
答：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打破了

上届杜特尔特政府关于菲中在南海

问题上的默契，甚至背弃了与中国

达成的战略合作的承诺，转而在南

海不断采取挑衅动作，试图打破现

状，寻求更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引发

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综合来看，菲

律宾在南海持续挑衅的动机可谓多

方面的，充分反映了马科斯政府的

战略转变。

一、塑造马科斯总统在维护国
家安全上的强硬形象，提升在菲律
宾政治社会中的权威。马科斯总统

在竞选期间和就职以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因其父亲在任总统期间的

专制专权和贪污腐化而备受质疑。

在此情况下，马科斯极力利用社交

媒体等工具，改善自己在选民中的

政治形象。

二、更重视军事安全议题，期待
在该领域取得更直观的成果。马科

斯总统曾表示在南海问题上要进行

所谓“范式转移”，这其实是一种舍

本逐末的自我反思。马科斯总统

    年年初对中国进行了非常成

功的国事访问，承诺要维护南海和

平稳定，为双方加强经贸合作创造

良好环境。但回国以后他很快转向

与中国战略对抗，在南海采取挑衅

行动。

三、妄图抢夺中国岛礁与海域，
最大程度促进菲律宾国家利益。菲

律宾法律已将南海部分岛礁和海域

纳入主权管辖下，加上菲律宾单边

发起的南海仲裁案，让菲律宾政府

陷入了自己编织的战略困境中。上

届杜特尔特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在南

海采取过激行动，维持了南海局势

总体稳定，马科斯政府却频频挑战

中国对黄岩岛和仁爱礁的主权，想

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逼使中国让步。

四、试图通过促进美菲战略协
调，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合格
代理人。马科斯总统执政后加强了

菲美军事同盟关系，为美国在“印

太”地区维持影响力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菲律宾政府正成为美国对华

战略遏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则

成为“印太”地区最为敏感的前沿阵

地。马科斯政府也因此得到美国拜

登政府的重视，美菲军事同盟关系

得到进一步增强。

五、马科斯政府试图利用南海
问题，笼络更多反华国家为菲律宾
站台。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

死缠烂打的做法赢得了部分美国盟

友和伙伴的支持，它们纷纷怂恿菲

律宾采取更大胆的挑衅措施。日

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不仅向菲律

宾出售或援助海上军事和执法设施

装备，而且与菲律宾签署合作协定，

进行联合演习，并不时在南海问题

上发出偏向菲律宾的言论。

此外，菲律宾军方也试图利用
南海问题，敦促政府增强军事力
量。菲律宾军方是受美国殖民程度

最高的部门，以美国“马首是瞻”早

已融入战略文化之中，即使在杜特

尔特政府时期也没有发生转变，但

当时主要目标是打击国内极端恐怖

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没能实质配

合美国“印太”战略。

随着马科斯政府优先选择促进

国家战略安全，菲律宾军方试图通

过提高南海军事紧张，促进政府扩

大军购和增强与美军的互操作性，

提升军事实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周士新

动作频频四大特征

持续挑衅多重动机

中国以合作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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