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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菲律宾的反华势力越
来越疯狂，在南海主权之争上动
作不断。这跟中菲之间特殊的经
济关系是分不开的。

中国崛起之后，在东南亚贸
易中越来越重要。 据2011年的数
据， 中菲双边贸易总额为322亿
美元，去年又大幅增长13%，达到
历史新高。在菲律宾的对外贸易
中， 中国是其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菲双边贸易额占到了菲律宾
外贸总额近三成；而对于中国来
说， 却只占其外贸总额的1%不
到。 中国每年进口的菲律宾香
蕉， 占其总产量的八成以上，如
果矛盾进一步扩大，展开贸易制
裁，其水果种植业必受重创。

这两个国家明显是合则两

利，为什么中菲却一直处于敏感
状态呢？早先中日关系进入谷底
时，日本主要经济团体都发出了
改善中日邦交的声音。中国在菲
律宾扮演的角色远重要于中国
对日本，却始终听不到彼方经济
界的改善呼吁，为什么？

当前的国际社会局势，一切
矛盾的根源都来源于经济冲突。
经济利益决定了政治导向。菲律
宾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排斥，也可
以从经济方面找到依据。

中菲贸易背后的态势远比
我们想象的复杂、特殊：两国贸
易的受益主体并不是中国，也不
是菲律宾。在中菲贸易中，60%是
电子产品，这些电子零部件出口
到中国并不直接用于消费市场，
而只是过手给外企在中国的劳
动力工厂用于组装。在这一过程

中， 菲律宾得到的利润非常微
薄，没有形成中菲间较强的贸易
合作意识。实质上，中国和菲律
宾都是这些外企的一级、二级工
厂，两国交恶，既不会影响零部
件在菲的生产，也不会影响在中
国的组装，所以不会有企业代表
站出来维护中菲关系。中菲贸易
量看起来挺大，但经济上菲律宾
受益不多，拉动就业不大，谈不
上对中国有多少依赖。

说到底，中菲关系紧张乃至
于东南亚与中国的不对付，体现
的都是亚洲经济结构的错位。在
科技的领先程度上日本是当之
无愧的强国， 但并不是大国；中
国拥有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但无
法对亚洲经济形成辐射；日本有
这种经济辐射能力，却绕不开中
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市场来

说， 日本的本土市场非常有限，
也无法满足亚洲的贸易需求。这
种大国和强国的错位，让东南亚
及整个东亚地区难以形成一个
真正的中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领导者。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让其有
了充当领导的意愿和实力，但从
产业结构上来看却并不是这样。
中国所走的制造业路线仍然是
劳动力竞争优势———这无异于
将东南亚地区的模式放大后的
翻版。于是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无
法形成产业落差，贸易上的竞争
性超过了合作性。大家一起抢资
源、抢市场，东南亚各国当然难
以服气。 中菲关系的不稳定，也
就是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经
济冲突与矛盾的一种体现。

中国若想一劳永逸地摆脱

南海问题，就必须在产业结构上
跃进。如果中国能够借助经济结
构转型， 实现技术水平的飞跃，
让产业结构与东南亚地区形成
落差，那么未来东南亚各国必然
会仰仗中国的技术地位，强国与
大国双剑合璧，再加上中国庞大
的制造业基础和消费市场，完全
可能吸纳东南亚的劳动力输出。
那时，中国与南海诸国完成产业
结构上的对接和互补，消除同质
化竞争所产生的摩擦，才能真正
从经济结构上形成领袖地位。这
才是一劳永逸解决南海问题的
方法。进而，中国可以将东南亚
转变为自己最大的战略腹地和
产业延伸链，完成自己的区域影
响力扩张和大国崛起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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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命根子
转型实现新30年黄金期

王石：对工商阶层靠努力积累的财富
中国社会至今没有一个正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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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呀！ 南方各地气温飙升，热得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何处避暑？看看这欢乐的表
情和姿势就知道，天上、水里最凉快。 本组图片均由IC供图

菲律宾疯狂反华背后的经济冲突

当前的国际社会局势，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来源于经济冲突。经济利益决定了政治导向。菲律宾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排斥，也可
以从经济方面找到依据。

低保不是“养懒汉”
日本“城市·农村共生”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