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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东 国 家 在 菲 律 宾 南 部 和 平

进 程 中 的 作 用

孟 庆 顺

  内容提要  在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的不同阶段, 中东穆斯林国家扮演了摩洛穆斯林的支

持者、双方谈判的中介者, 以及全面和平的推动者等角色。它们成功地促成菲律宾南部局势

从战乱转向和谈、从纸上和平转到实际和平, 并促使菲律宾南部由局部和平向全面和平过

渡。中东国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原因在于中东穆斯林国家和菲律宾的各自实力地位、

原则立场, 以及由菲律宾灵活外交策略促成的相互间良性互动关系。

关 键 词  中东国家  菲律宾  穆斯林  摩洛人  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  孟庆顺,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广州  510275)。

  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徒为主体的国家, 穆斯林只占全国人口的 5%左右。绝大多数穆斯林居住在

菲律宾南部 (下称 /菲南 0) 的棉兰老地区, 以 /摩洛人 0 著称。在 20世纪 70年代初菲南冲突的高

潮期, 摩洛人同天主教徒不断发生暴力冲突, 他们建立了反政府的分离主义组织 ) ) ) /摩洛民族解

放阵线 0 (下称 /摩解 0 ), 试图以暴力方式将棉兰老地区从菲律宾分离出去, 建立独立的摩洛人国

家。中东穆斯林国家积极推动菲南穆斯林与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问题

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国内尚无专文论述, 国外也未检索到专门论文。笔者试就此作粗浅分析, 以期与

学界探讨。

中 东 国 家 在 菲 南 和 平 进 程 中 的 角 色

在菲南冲突初期, 中东国家是摩洛穆斯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站在摩洛人一边, 试图用各种手段

向菲律宾政府施压, 为和谈创造条件。中东国家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11关注摩洛穆斯林的困境, 向他们提供各种支持。 当菲律宾发生基督徒与穆斯林大规模流血冲

突的消息传出后, 中东穆斯林国家, 尤其是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非常关注, 并对菲南穆斯林进

行声援或物质援助。 1971年 6月, 在北哥达巴托的马尼利村, 六七十名摩洛穆斯林在清真寺被杀害。

这一惨案引起利比亚的强烈反应, 率先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其他穆斯林国家代表的支

持下, 利比亚谴责菲律宾政府实行集体屠杀, 迫害宗教少数派。菲南冲突同样引起埃及民众和政府的

关注, 1972年 9月, 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谴责菲律宾对穆斯林进行 /集体屠杀0, 呼吁穆斯林政府出面
帮助他们的穆斯林兄弟。 6天后, 萨达特总统宣布, 埃及已给菲律宾穆斯林运送了一船紧急援助品。

1973年, 在班加西召开的第四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 会议东道国利比亚建议讨论改善菲南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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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处境的途径和方法。¹

21为 /摩解0 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支持。 中东穆斯林国家认为 /摩解0 代表了菲南穆斯林
的利益, 因而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该组织予以大力支持。 /摩解0 正式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建

立了中央委员会, 远距离指挥国内的反政府活动, 并寻求穆斯林世界的帮助。利比亚、沙特及其他穆

斯林国家向 /摩解0 提供了大量资金。据统计, 1972~ 1975年, 利比亚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共向 /摩
解 0 提供了约 3 500万美元的援助。º 海湾国家为菲南穆斯林提供了大批武器, 中东一些国家还为

/摩解0 武装人员提供了军事训练场所。»

31独自或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名义与菲律宾官方接触, 实地调查菲南穆斯林的遭遇, 并提出政

治解决的思路。 1972年, 埃及和利比亚先后派出代表团访问菲南地区, 了解当地穆斯林的实际情

况。1973年第四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决议, 由利比亚、沙特、塞内加尔、索马里组成四方部

长会议, 调查 /菲律宾穆斯林的困境0。 1974年 6月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第 18

号决议, 督促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领导人用政治与和平手段解决摩洛问题。
在菲律宾政府和 /摩解0 处于相持阶段、双方都认识到无法完全消灭对方时, 中东国家充当起

双方谈判的调停者和中介者。在中东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努力下, 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终于

走到谈判桌旁, 并在 1976年 12月 23日签署的黎波里和平协议。 /摩解0 宣布放弃独立的目标; 菲律

宾政府则允许摩洛穆斯林在棉兰老建立自治区。在协议谈判过程中, 利比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菲律

宾马科斯总统夫人在访问利比亚期间与卡扎菲会晤直接促成了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的谈判; 双方

间的多次谈判均在的黎波里举行, 双方谈判由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外交秘书 (外长 ) 主持, 四方部

长会议代表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列席。¼ 利比亚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也得到体

现, 利比亚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的主席, 也作为见证人签署了该协定。½

由于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对协议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的黎波里和平协议陷于失败, 双方恢复

对抗状态。中东国家把握一切机会, 希望能推动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双方重新谈判。 1986年, 阿

基诺夫人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后, 表示愿与摩洛分离主义分子举行和谈。利比亚、沙特等中东国家答应

帮助劝说 /摩解 0 回到谈判桌旁。 1986年 8月, 阿基诺夫人的小叔子参议员阿加皮托 # 阿基诺与

/摩解0 领导人密苏阿里在沙特会晤。经多次商谈, 1987年 1月 3日, 双方达成 5吉达协定6, 菲律

宾政府答应给予摩洛人更大的自治权, 并力促穆斯林地区的振兴; /摩解0 则放弃完全独立的要求。

这一协定同样未能贯彻实施, 和平进程再次陷于停顿。 1992年, 拉莫斯成为菲律宾总统后, 和谈出

现转机。同年 10月, 包括利比亚、沙特在内的伊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积极进行斡旋, 促使菲

律宾政府与 /摩解0 在的黎波里举行预备性会谈, 随后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1996年 9月 2日, 双

方签署了 /全面实施的黎波里协议的最终协议 0, 双方同意立即在菲南建立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 在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实行自治。可以说, 双方最终协议的达成离不开中东国家的帮助。从谈判的启动

到谈判中一系列难题的解决, 都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居间调停。有学者将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谈判中的作

用概括为 /作为准会谈一方、质询、调停、磋商、区域安排、制裁、甚至准谈判 (伊斯兰会议组织

对菲律宾政府、伊斯兰会议组织对 /摩解0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推动谈判、停火及达成协议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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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动员国际支持等0¹。在参与谈判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中东国家, 可以

说, 没有中东国家的努力, 就没有最终协议。

最终协议正式生效后, 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角色也发生相应变化, 变为和平协议的维护

者和全面和平的推动者。对于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 中东国家尽力推动协议的实施。它们与其他穆斯

林国家一道向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提供所需的政治、经济支持。 1996年第 24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

和 1997年第八届伊斯兰首脑会议都对和平解决菲南问题表示满意, 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向菲律宾穆斯

林表示祝贺的同时, 也接受了自治区首脑密苏阿里帮助重建的请求, 呼吁成员国扩大对穆斯林棉兰老

自治区的物质帮助。º 这一呼吁得到穆斯林世界的响应, 1998年下半年, 伊斯兰发展银行答应向穆斯林

棉兰老自治区提供 1 600万美元经济支持, 又联合其他机构再提供 1 360万美元援助。» /摩解0 与菲律

宾政府和谈引起该组织内部的分裂, 以副主席萨拉马特#哈希姆为首的强硬派从 /摩解0 分裂出来, 成

立了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0 组织 (下称 /摩伊0 ), 并在短期内发展为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 坚

持在菲南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 不承认 /摩解0 与政府方面达成的和平协议。中东国家一方面支持穆斯
林棉兰老自治区的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与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一道鼓励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0 进行和谈,

通过政治谈判实现菲南的彻底和平。 1997年, 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签订全面停火协议。2001年, 在

的黎波里举行的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0 第一轮正式会谈中, 双方签订的黎波里和平协议, 规定各方要遵

守 1997年停火协议, 并确定了实质性谈判的主要议程。中东国家尤其是利比亚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

员国参加了实现停火的国际观察团, 与本地观察团一道参与停火联合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中 东 国 家 对 菲 南 和 平 进 程 的 重 大 影 响

中东国家对菲南和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下列 3个方面:

(一 ) 促成交战双方谈判和菲南局势从战乱转向和谈

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摩洛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高潮期, 菲南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摩解0 武装

人员迅速发展到 115万 ~ 3万之间, 该组织宣称 50%以上的摩洛人支持 /摩解0 的事业。¼ 受 /摩解0

控制及影响的区域遍及棉兰老各地, 苏禄群岛的绝大部分和巴西兰岛的 2 /3以上也曾掌握在摩洛人手

中。为了遏制摩洛分离主义势力, 菲律宾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1974年在南部部署的军人为 315

万; 1975年增至 25万, 占菲律宾军队总数的 75%。军费预算比 1972年军事法实施时增长了 3倍, 1975

年达 3125亿美元。双方战火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据估计, 到的黎波里协议签署前后, 已有五六万

到十二万军民死于战乱, 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者达 20万 ~ 30万, 有人甚至认为难民人数逾百万。½

正是中东国家的外交努力促使菲南对立双方从军事对抗转向和谈。中东国家对于菲南问题的立场

是要求用政治手段公正、持久地解决摩洛问题。1974年 6月在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 利比

亚外长公开承认利比亚向摩洛反叛者提供了资金、武器和弹药。他表示, 利比亚会继续提供帮助, 并

会用一切手段, 包括石油禁运, 以保证用政治方法解决摩洛问题。以和平手段与 /摩解 0 代表寻求

政治解决方法, 也正是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 18号决议对菲律宾政府提出的要求。¾ 1975年 7

月, 在吉达召开的第六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正式承认了 /摩解 0 作为菲律宾穆斯林代表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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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中东国家坚持任何政治解决方法应尊重菲律宾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五次伊斯兰国家

外长会议不接受 /摩解 0 从菲律宾分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 身在吉隆坡的 /摩解 0 代表也

未获准参加在该市举行的会议。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组织的这一原则立场为和谈提供了可能, 1974

年, 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 #哈桑#托哈米应邀访问菲律宾, 说服菲律宾政府参与和谈。次

年 1月, 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在吉达正式展开和谈, 最终在的黎波里的会谈中取得突破。

的黎波里协议的实施一波三折, 半途而废。然而, 该协议仍给饱受战乱影响的菲南民众带来了和

平的希望, 开始了菲南局势由战乱走向和平的过渡。对和平进程失望的 /摩解0 虽然在 1978年宣布

重新回到要求独立的立场, 并与政府军进行军事对抗。但由于国际监督停火的尝试, 以及政治解决的

国际压力持续存在, 此后的军事活动不论是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远远无法同以前相比。

(二 ) 促成摩洛穆斯林的自治, 实现了菲南从纸上和平转到实际和平

中东国家促成的的黎波里协议为和平解决菲南冲突奠定了基础, 按照该协议规定, 菲律宾政府答应

为摩洛穆斯林在菲南 13省建立穆斯林自治区, 内政由穆斯林自管; 外交事务由菲律宾中央政府掌管。

双方立即停火, 由伊斯兰会议组织派出代表协助监督。但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 菲律宾政府提出, 如何

自治, 以及哪些地方属于自治区范围应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由于在相关省份穆斯林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20%左右, 天主教徒则占 80%, 公民投票很难得到 /摩解0 满意的结果。在多数穆斯林抵制投票的情

况下, 绝大部分参加投票者反对将 13省并入一个由 /摩解0 领导的自治区, 马科斯总统提出的建立两

个自治区的计划获得通过。菲律宾政府据此在菲南设立了第九和第十二自治区, 并自认为已履行的黎波

里协议。¹ /摩解0 认为, 协议本身并没有公民投票的规定, 菲律宾政府完全违背了的黎波里协议。

面对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的争执, 中东国家多方作出努力, 试图打破僵局。利比亚领导人卡

扎菲与马科斯总统多次通过信件交换意见, 并与马科斯夫人会晤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 但在具体执行

中都没能解决问题。 1977年 4月, 菲律宾政府举行公民投票后, 伊斯兰会议组织派出一个包括该组

织秘书长、利比亚外长在内的 17人代表团,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同 /摩解0 恢复与政府会谈, 希望

解决分歧。双方均拒绝对方的妥协方案, 会谈陷于破裂。伊斯兰会议组织公报宣布, 因菲律宾政府的

消极态度和违反先前的协议, 谈判陷于失败。为加大对菲律宾政府的压力, 该组织决定给予 /摩解0

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身份。此后, 该组织的年度会议基本都要重申通过谈判实施的黎波里协议

的主张。º 阿基诺夫人当政后, 愿通过谈判实施的黎波里协议, 但最终还是无法越过公民投票这一障

碍。直到 1996年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达成最终协议, 才解决了双方面临的最大难题。该协议规定

分两个阶段实施和平协议: 在为期三年的建立信心期, 设立由 /摩解 0 领导人密苏阿里领导的和平

发展特区; 三年后将在这些省份举行公民投票, 以确定他们是否加入自治区。» 根据该协议, 7 500

名 /摩解0 武装人员并入军队和其他安全部队, /摩解0 领导的自治区政府也正式运作。尽管穆斯林

棉兰老自治区还存在种种问题, 但如拉莫斯总统所说, 协议 /终结了持续近 30年、导致 12万多菲律

宾人死亡的冲突 0, 迎来了 /菲南和整个菲律宾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0¼。

(三 ) 促成并监督 /摩伊0 与菲律宾政府停火, 促使菲南从局部和平转向全面和平

最终协议确立了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 0 之间的和平, 但因 /摩伊 0 拒绝接受该协议, 菲南只能

实现局部和平。自 20世纪 70年代末 /摩伊0 成立以来, 其实力增长迅猛。90年代, /摩伊 0 自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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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正规军和 30万民兵。菲律宾军方认为 /摩伊0 力量介于 8 000~ 15 000人之间。¹ 如不能将这支

武装力量纳入和平进程, 菲南不可能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推动菲律宾政府与 /摩伊 0 的和谈, 中东穆斯林国家与其他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一道作

出了巨大的努力。1997年 9月, 双方正式签署全面停火协议, 就停火所需的军力部署和鼓励逃离家

园者回家等问题达成一致。中东国家积极参与负责监督停火的国际观察团, 以保证相关各方遵守停火

协议。在国际观察团成员中, 始终有来自利比亚的观察员。从 2009年 7月起, 土耳其也将向菲南派

出观察员。在推动菲南的持久和平方面, 中东国家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 2001年 6月, 菲律宾政

府与 /摩伊 0 签署的黎波里和平协议, 会议得到利比亚方面的支持和推动, 卡扎菲之子赛义夫 #伊

斯兰资助了为期三天的会谈, 并说服 /摩伊0 在协议签署前数分钟同意在协议中不提自决问题。º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菲南和平进程的演进, 中东国家的作用在逐渐发生变化。在菲律宾政府与

/摩解0 谈判时期, 中东国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有关菲南问题的外交斡旋活动中扮演的是积极、主动

和主导的角色, 但到 20世纪 90年代后, 中东国家逐渐淡出菲南问题, 而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东南亚本地的伊斯兰国家扮演主角。这种变化与中东局势、各相关国家的政策, 以及摩洛穆斯林组织

的变化都有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国家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已有厌倦之情, 中东本地区有更多、

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它们去关注, 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等。另一方面也由于 /摩伊 0 和 /摩解 0

竞相争夺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统地位, 甚至引起中东国家的矛盾。长期流亡利比亚、沙特的密苏阿

里得到这两个国家的大力支持, 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的萨拉马特 #哈希姆得到埃及的大力支持。密苏

阿里最终保住了 /摩解0 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地位, 1979年 2月, 第十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承认

/摩解0 是菲律宾穆斯林的唯一代表, 宣布对菲律宾穆斯林的所有援助都将通过该组织提供。» 伊斯

兰会议组织帮助达成的最终协议 /摩伊0 也不接受, 而且它对国际干预也持怀疑态度。直到 2000年

埃斯特拉达总统对 /摩伊 0 发动全面进攻后, /摩伊0 才认识到需要某种国际干预, 以确保协议的具

体实施。因此, 2001年 /摩伊 0 同意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中介下恢复谈判。¼

不管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有何变化, 它们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实现菲南全面和平的原

则立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 /摩伊 0 与菲律宾政府还没有达成和平协议, 但双方基本遵守

停火协议, 违反停火的事件不断减少, 2003年仍有 589起, 2004年只有 15起, 截止到 2008年 5月

只有 1起。½ 激战只是偶发现象, 尽快实现全面、彻底的和平已成为相关各方的共识。

中 东 国 家 在 菲 南 和 平 进 程 中 发 挥 作 用 的 原 因

在菲南和平进程中, 中东国家与菲律宾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沙特和伊朗都曾暂时中止对菲律宾

的石油供应, 利比亚及其他伊斯兰国家也曾发出对菲律宾实行制裁的警告。但后来菲律宾政府不仅同

意中东国家充任谈判调停者, 而且高度评价它们的作用。如 1996年最终协议成功实施后, 拉莫斯总

统致信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米德 #加比德, 保证菲律宾会忠实履行协议, 并公开感谢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斡旋。¾ 2009年 7月 16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在沙姆沙伊赫会见卡扎菲时, 感谢卡扎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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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比亚为菲南和平、安定作出的努力, 并促请他为菲律宾的持久和平继续努力。¹ 双方关系变化反

映了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中东国家能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原因在于中东国家和菲律宾的各自实力地位、原则

立场, 以及菲律宾的灵活外交策略促成的相互间良性互动关系。

就中东国家来说, 随着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命运也引

起中东穆斯林的强烈关注。他们担心菲律宾穆斯林遭受政治、宗教迫害, 希望本国政府出面维护这些

穆斯林兄弟的利益。正是由于此原因, 中东国家向 /摩解 0 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 保障了

/摩解0 可以承受菲律宾政府施加的压力。就菲律宾和中东国家实力地位来说, 双方实力极不均衡。

作为一个实力较弱、国内矛盾尖锐的小国, 菲律宾无法轻松应付获得中东国家支持的穆斯林反政府力

量。更严重的是, 菲律宾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穆斯林国家。首先, 中东是菲律宾原油需求的主要来源

地。1978年, 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四国向菲律宾供应了 51126万桶石油, 占菲律宾石油进

口总量的 70%以上。1979年, 上述四国对菲律宾原油出口量减为 4619万桶, 但仍超过菲律宾原油进

口量的 70%。º 不要说切断对菲律宾的石油供应, 即便是油价大幅上调都会对菲律宾脆弱的经济造成

重大影响。 1973年菲律宾尚有 1 470万美元的贸易盈余, 1974年 /石油武器0 的影响开始显现, 再

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菲律宾的贸易赤字猛增到 71646亿美元。» 因此, 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

菲律宾必须避免激化矛盾, 以免引起严重后果。正如一个观察家提醒的: /要是石油政治也扔进这口
大锅, 全国经济就会面临崩溃。0¼ 其次, 菲律宾严重依赖中东的劳工市场。阿拉伯产油国是菲律宾

劳务输出最重要的对象国, 大批菲律宾医护人员、工程师、建筑工人等聚集于此。据统计, 1983年,

在中东国家工作的菲律宾人多达 25万, 寄回国的侨汇收入达 9155亿美元, 相当于菲律宾商品出口额

的 21%。考虑到仅在 1981年前三季度菲律宾就有 3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这些侨汇对于该国的贸易

平衡就显得特别重要。 1989年, 在中东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增加到 50多万, 侨汇金额超过 20亿美

元。½ 在这种实力对比的情况下, 菲律宾很难对中东国家的强烈要求置若罔闻。

尤为重要的是, 中东国家在菲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 既要维护摩洛穆斯林的利益, 又要尊重菲

律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而为双方立场提供了契合点。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 18号决议得

到菲律宾方面的好评, 原因就在于会议拒绝了 /摩解0 的分离主义立场。马科斯总统特意发表公报,

感谢会议接受了菲律宾领土完整是不可谈判的这一基本前提。¾ 中东国家虽然不时向菲律宾政府施

压, 但其原则立场始终没有变。如在 / 1976年的黎波里协议签署后的几年里, 伊斯兰国家外长们继

续支持摩洛人, 但同时又避免与分离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也拒绝对菲律宾实行经济制裁。0¿ 也就

是说, 中东国家并未以支持分离主义来激化矛盾, 而是主张用和谈化解矛盾, 这一立场成为中东国家

做和平谈判调停者的基础。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菲律宾政府审时度势, 采取了积极、主动、灵活的外交策略, 与中东

国家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首先, 欢迎中东国家到菲律宾实地了解真实情况, 消除不实之词带来的负

面影响。针对菲南发生对穆斯林集体屠杀的谣传, 菲律宾政府欢迎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进行实

地调查, 因为用马科斯总统的话来说, 就是 /菲律宾没有什么要隐瞒的0。而到访的各个代表团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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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菲律宾不存在对穆斯林的迫害, 更不要说集体屠杀, 在此问题上澄清了事实真相。菲律宾学者认

为, 政府的这一做法为菲律宾赢得了利益: /尽管菲南冲突完全是菲律宾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但菲律

宾允许伊斯兰会议组织做调停的诚意和开明最终获得了回报。1974年第五届伊斯兰会议清楚地承认,

该问题必须在菲律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框架内予以解决。0¹ 其次, 采取主动行动, 化解外交难

题。1980年 11月 17日, 沙特政府通知菲律宾政府, 因菲律宾在实施的黎波里协议时的消极态度,

决定废除每天向菲律宾供油 1万桶的合同。次年, 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在纽约与沙特代表会晤

后, 沙特取消了这一决定。º 1987年在第十八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前, /摩解0 代表团出访中

东各国, 谋求各国支持 /摩解 0 争取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该组织声称已获得 48个成

员国中 35国的支持。菲律宾政府认为,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态发展, 按照巴解组织的先例, 如获

得伊斯兰会议组织正式成员资格, 就意味着该组织承认 /摩解 0 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为缓和这

种紧张形势, 菲律宾政府一方面争取与 /摩解 0 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谈判, 另一方面在外长会议召开

的前两天, 总统阿基诺夫人单方面宣布一条关于穆斯林自治区的法律。虽然 /摩解0 加以拒绝, 但

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菲律宾政府显示出了诚意, 因此拒绝给予摩解正式成员身份。» 再次, 适时调整

外交政策, 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好感。长期以来, 因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 菲律宾政

府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政策。十月战争后, 菲律宾政府调整

对中东政策, 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武力占领,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号决议, 要求恢复巴勒

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菲律宾先后与中东多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伊朗、埃及、科威特、利比亚、沙

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设立了大使馆。1975年, 马科斯夫人展开中东穿梭外交, 先后访问

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突尼斯等国, 获得相关国家不支持分裂菲律宾的承诺, 加强了菲律宾与这

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最后, 加强与强硬派国家的交流, 尽可能软化其态度。在中东国家中, 利比亚和

沙特是对 /摩解 0 支持力度最大、对菲律宾态度最强硬的两个国家。利比亚曾呼吁对菲律宾展开圣

战和经济抵制; 沙特也宣布要对菲律宾实行石油制裁。菲律宾政府对利比亚和沙特两国做了许多争取

工作, 总统、总统夫人及政府要员多次出访利比亚和沙特, 改善了与它们的关系, 从而也影响了它们

对待菲南问题的态度。利比亚和沙特都从单方面维护摩洛穆斯林的利益转为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向冲突

双方施压, 既反对对菲律宾实行经济制裁, 也反对摩洛穆斯林的分离主义立场, 力图推进和平进程。

一度全力支持摩洛穆斯林斗争的利比亚转变为菲南和平的坚决支持者, 即使的黎波里协议的实施出现

困难, 卡扎菲仍表示希望实现和平, 要努力 /终结, ,这场战争, 不给那些反对达成解决办法的人

留下机会0¼。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菲律宾不仅减轻了在菲南穆斯林问题上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也发展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以菲律宾与沙特关系为例, 两国贸易额从 1973年的 9 030万美

元增至 1981年的 1011亿美元, 沙特长期保持了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1982年 3月马科斯总

统访问沙特期间, 还争取到沙特及其他中东银行 5亿美元的循环信用额度贷款。½

事实证明, 菲律宾在菲南问题上的外交策略发挥了良好效果, 将中东国家从外部压力变为维护国

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积极力量, 避免了菲律宾国家分裂的危险, 有效地维护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

正是这一外交策略, 为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 实现了中东国家

与菲律宾双赢的结果。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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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ts O rigin, Cause and Effect

Yao Daxue& YanW ei pp15- 11

  The issue o f Pushtun istan is the dua l product o f
histo ry and politica l rea lities. The / Durand
Ag reem ent0, s igned by British and Ind ia in 1893,
is the h istorical roots of / Pushtun istan prob lem 0.
The India- Pak istan partit ion in 1947 gave b irth to
the / Pushtunistan prob lem 0. W ith the change o f
international situat ion, / Pushtun istan problem 0

becam e m ore and m ore com plex, and now it has
becom e a reg ional ho t spot issue. / Pushtun istan
problem 0 now has im po rtant im pac,t not on ly on
A fghan istan - Pak istan b ilateral re la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fghanistan, and U. S. strategy in
A fghan istan, but a lso on world security and reg iona l
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M ideast Stat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 Peace Process

M eng Qingshun pp111- 18

  TheM uslim countries in theM iddle East played
several k inds o f ro les as supporters o f the M oro

M uslim, negotiations in term ed iaries and prom oters o f
com prehensive peace a t d ifferent stages of peace
processes in southern Ph ilipp ine.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shift from w ar situat ion to peace
talks, from paper to actual peace ta lks and from

partial peace to com prehensive peace in the southern
Ph ilipp ines. The M 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lay such a ro le based on the ir position of strength,
pr incipled stand and flex ib le interaction adopted by
Ph ilipp ine fore ign po licy and the ir good interrelations
w ith Ph ilippines.

Turkey and Greece: the D ispute on the Aegean Sea

Wu Chuanhua pp118- 27

  The Aegean Sea, surrounded by Turkey and
Greece, is o f h igh significance to both sides po liti2
ca lly, econom ica lly, m ilitarily and strateg ica lly. The
A egean Sea D ispute, connected w ith m any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Cyprus d ispute, has its deep
histo rical orig in and br ings about long- term hostility
between Turkey and G reece. TheA egean Sea D ispute
includes a series o f com plicated issues: sovereignty
over som e islands, w idth o f territorial sea, w idth o f

territorial space, delim 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m ilitarization of som e islands. The long- term
dispute no t on ly affects the Turk ish- Greek relations
but a lso threatens the reg iona l peace and stab ility.
Though the Turkish - G reek relat ions have gained
d�tente since the end o f 1990s, both countr ies
w ou ldn. t m ake a com prom ise on the A egean Sea
D ispute. / TheA egean Sea ColdW ar0 hasn. t ended
up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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