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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菲之间的友

谊与合作热情在10月20日的中国—菲

律宾经贸合作论坛上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体现。不管是在全体会议后的茶歇

时间还是在论坛开幕式结束后，中菲双

方企业家时不时互相握手、合照，利用

一切间隙热切交流。

“我来中菲经贸合作论坛是想了

解一下情况，我们是做机械设备的公

司，参与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是个机

会。”来自河南的郝先生获得了在人

民大会堂参加论坛并与菲律宾企业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十分高兴。

某家汽车企业的参会人员则告

诉记者：“菲律宾人喜欢购物，加上

电商发展拉动物流业发展，可以预

见货车市场潜力很大。”

除了这些有意向去菲律宾投资

的企业代表外，中国铁建、中国能

建、中国交建、国家电网等一批已在

菲有业务的中字头企业的代表也参

加了该论坛。他们的目的是在中菲

关系迎来新起点的情况下寻求拓展

市场的机会。

“10 月 19 日，中国能建董事长

汪建平拜访了杜特尔特，就公司在

菲律宾电力建设领域的合作交换了

意见。在会见前，汪建平与菲律宾

ZEST 集团主席 Alfredo Yao 就马务

班 120 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合作举

行了签字仪式。”中国能建国际公司

国际二部国别经理武林林告诉记

者，菲律宾马务班 120 万千瓦燃煤电

站项目拟分两期建设，一期和二期

建设规模均为 2 台 30 万千瓦的机

组。项目由菲律宾 ZEST 集团投资，

中国能建将为项目前期工作提供技

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并以 EPC 方式

实施（即工程总承包，指业主把工程

的设计、采购、施工全部委托给一家

工程总承包商，总承包商对工程的

安全、质量、进度和造价全面负责）。

据悉，中国能建不久前 EPC 总

承包了菲律宾美萨美斯和康塞普森

项目。再加上此前中国能建在菲律

宾已有一些项目，可以说，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菲律宾市场已经

比较熟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投

资菲律宾，一些中国企业家充满期

待。他们不时表达出对菲劳动力，

尤其是高素质菲佣的赞赏。参会的

菲方企业代表也对中菲经贸合作前

景表示乐观。一位菲方企业代表告

诉记者：“中菲关系改善为两国企业

创造了更多商机。我们相信商业合

作能有显著提升，会有更多中国企

业投资菲律宾。”

据了解，在出访期间，杜特尔特

除了与中方领导人会谈外，也频繁

地和中国企业负责人展开会谈。据

悉，杜特尔特在 10 月 21 日同中工国

际、中国铁建、华为等中国企业的负

责人单独交流，并参观中国银行。

上述日程反映出菲律宾在贸易投资

方面的迫切需求。据已披露消息显

示，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将支持菲律

宾各类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中国

企业还将开发杜特尔特曾担任 23
年市长的达沃市的海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华前

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采访时

提及：“请你提醒你们的政府，‘一带

一路’不要忘了菲律宾。”水均益当时

毫不犹豫地回答：“We never forget
you（我们从未忘记菲律宾）。”

呼 应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关

于“ 中 国 与 菲 律 宾 要 开 展 务 实 合

作，要全面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

方愿同菲方加强‘ 一带一路’框架

内的合作，探讨实现互利共赢”的

表 态 ，以 上 合 作 将 成 为 中 国 送 给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要 地 菲 律 宾 的“ 大

礼包”。

“一带一路”从未忘记菲律宾
■ 本报记者 张 凡

会场爆满 收获颇丰
中菲经贸交流热情高涨

与“ 温 暖 如 春”的 政 府 交 流

相比，热度更高的是双方的经贸

交流。菲总统访华团一名随团

成 员 20 日 告 诉 记 者，尽 管 这 次

菲律宾访华团随团商务人士一

扩再扩，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大 大“ 超 员”。 同 样，10 月 20 日

下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起出

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

国—菲律宾经贸合作论坛开幕

式 ，由 于 会 场 最 多 只 能 容 纳 约

900 人 ，双 方 经 过 商 量 ，不 得 不

“忍痛割爱”，有 150 多名商务人

士没法进入会场。

该 团 员 还 告 诉 记 者 ，中 菲

经贸合作贯穿于杜特尔特访问

的 每 个 时 刻 。 19 日 ，杜 特 尔 特

在北京见证了中菲两个合作项

目 的 签 署 。 20 日 晚 ，杜 特 尔 特

出 席 中 方 为 其 举 行 的 国 宴 后 ，

专门去参加菲商会在北京举行

的一个座谈会。

“这次访问将为我的国家收

获很多幸福。”杜特尔特 19 日在

下榻的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这样表示。中国是杜特尔特

在东盟以外出访的首个国家，加

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他此次

访华的重点。杜特尔特出访前

多次提到，希望菲中两国能够建

立起牢固的经贸关系。他还表

达了菲律宾希望参加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愿望。由于预期杜

特尔特访华期间会与中国签署

多项经贸合作协议，菲律宾股市

在杜特尔特访华当天大涨近 3%。

德国财经网 20 日表示，两国

领导人会见后，共同见证了 13 个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还

同意重启双边会谈，处理南海争

议。对菲律宾来说，这一变化意

味着重新打开中国大市场。中

国将恢复对菲律宾农产品的进

口，也将资助基建项目。中国银

行还批准了 30 亿美元信贷给菲

律宾发展基础设施。中国很可

能 在 菲 棉 兰 老 岛 建 设 高 铁 项

目。中国取消了针对菲律宾的

几项旅游提醒，这将极大地刺激

中国游客前往菲律宾旅游。此

外，中国还将援助菲律宾 1 亿元

人民币用于支持杜特尔特的反

毒品战争。

中 国 南 海 问 题 学 者 刘 锋 对

记 者 表 示 ，杜 特 尔 特 冲 破 国 内

的重重阻力，不顾美国的反对，

毅 然 决 然 地 访 华 ，这 对 后 南 海

仲裁时代的中菲关系具有里程

碑意义。对于双边热络的经贸

交流，刘锋认为，这次双方经贸

合 作 主 要 是 融 资 ，是 互 惠 互 利

的，而中国给菲 1 亿元人民币的

援助也是对菲律宾人民释放善

意。相比“ 一带一路”建设此前

签 订 的 项 目 ，这 次 双 方 签 署 几

十 亿 美 元 的 单 子 不 算 很 大 ，但

都是双方急需的项目。中国的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要 延 伸 出 去 ，

而 菲 律 宾 基 础 设 施 非 常 薄 弱 ，

有强烈的需求。双方在政治关

系 缓 和 的 背 景 下 ，经 贸 上 热 情

高涨是可以预期的。

（吴志伟 陈一）

东盟人士：
中菲合作有助地区稳定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10 月

18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

国 21 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

同意进一步丰富建立于相互尊

重、真诚、平等和互惠互利原则

基础上的双边关系，这也有利于

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 国 是 杜 特 尔 特 就 任 总 统

后首次出访的东盟以外国家，东

盟各界人士认为访问成果不仅

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的和平稳

定也有积极的影响。

双方关系重回正轨

老挝资深外交官、前驻华使

馆政务参赞苏塔维·高拉认为，

这次访问成果反映出中菲两国

正改善关系。这是一次重要的

契机和转折点，也是中国外交的

一个重大成果。尽管问题不能

一次性全部解决，但两国正常关

系发展大局不应受影响。假如

有争议，能够搁置争议，共同谋

求发展，这对有关国家和区域都

有重要意义。

苏 塔 维 告 诉 记 者：“ 此 前 中

菲关系出现问题、出现动荡，对

地 区 影 响 很 大 ，我 们 感 到 很 忧

虑。现在大家专注合作，寻找解

决方案，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都有

重大意义，这对营造地区友好合

作的气氛有很好的影响。”

文 莱 资 深 媒 体 人 贝 仁 龙 表

示，杜特尔特此次访华的成果表

明中菲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两国

关系转到了务实合作、对话协商

的正轨上。

缅 甸 外 交 部 智 库 缅 甸 战 略

和国际研究所主席吴纽貌辛表

示看好中菲关系的未来。他认

为，中菲关系改善对于整个东盟

来说都是个好消息，中国是东盟

的重要伙伴，东盟在经济、社会、

政治、安全等领域都与中国有紧

密联系，每个东盟国家都应与中

国保持良好关系。

务实合作造福两国

菲 律 宾 政 治 与 选 举 改 革 机

构 政 治 分 析 师 厄 尔·帕 雷 尼 奥

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菲 律 宾 可 以 从 中 国 发 展 中 获

益。两国关系恢复可以给菲律

宾带来更多投资，给商人带来更

多机遇，给菲律宾百姓带来更多

工作。

苏 塔 维 说 ，中 菲 两 国 之 间

进 行 友 好 合 作 的 潜 力 很 大 ，双

方在经贸和投资领域有许多共

同利益。“ 中国与菲律宾同是发

展中国家，又是邻居，加强合作

对 双 方 都 是 互 利 的 ，也 将 对 中

国 与 东 盟 的 合 作 产 生 积 极 影

响 ，希 望 中 菲 友 好 合 作 的 趋 势

继续保持下去。”

菲 律 宾 雅 典 耀 大 学 政 治 学

教授林智聪认为，与中国发展合

作关系是正确的选择，从以往中

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

很容易就能发现，那些发展中国

家得到了中国很多帮助。

印 尼 安 塔 拉 通 讯 社 国 际 部

主任班邦·普尔万托说，访问成

果将造福两国人民。此访将开

启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进程，让

两国人民明白唯有合作才是两

国关系前进的正确道路。

（欣 华）

10 月 21 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北京会见中国企业家，会见后，杜特尔特出席并见证中菲企业间签署相关合
作协议。 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菲律宾成中国企业投资新领地
■ 本报记者 苏旭辉

“这次来，就是看看有什么商机。”

“此前受政治因素影响，公司没

有进入菲律宾市场，现在双边关系

回暖，试图开拓菲律宾市场。”

“不管政治关系怎么走，落到实

处还是要发展经济。”

在 10 月 20 日举行的中国—菲

律宾经贸合作论坛现场，记者感受

到了浓厚的交流合作的气氛。菲律

宾代表中有很多华人，所以双方交

流没有语言障碍，有的华人还主动

当起了翻译。

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在会上

指出：“双方企业踊跃参会，表明了

大家希望开展深入交流、加强合作

的迫切愿望。”

而菲律宾贸工部副部长诺拉·特

拉多的表态，则进一步打消了企业对

菲律宾投资环境的顾虑。他表示，菲

律宾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从企业落

地到整个运营过程，菲律宾提供良好

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如，享受 5%的收

入所得税特别税率；培训享受 8%免

税；免税进口资本、设备、配件等。在

法律保障方面，《菲律宾联合装载法》

允许运输和装运外国货物，《竞争法》

会给到菲投资的外商提供公平竞争

的环境，禁止不平等竞争、垄断和不

合理兼并与收购。

诺拉·特拉多还强调，菲律宾开

放了很多领域的投资机会，对中国

投资者很有价值，如制造业中的自

行车、电动车，高端纺织品、高附加

值食品，还有建筑、旅游领域，都可

以由公私合营的方式开展合作。

中菲商务理事会菲方主席蔡聪

妙表示，中菲两国有 600 多年的合

作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商贸联系，

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会进一步

加强经贸和文化的交流。菲律宾迎

来了新总统杜特尔特，为双边关系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杜特尔特曾多次表示，菲律宾需

要发展基础设施。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力企业，2009年成

立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NGCP），参

与运营菲律宾国家输电网，为菲律宾

培养大量优秀电网管理人员。7 年

来，NGCP 工作成效显著，圆满完成

APEC 菲律宾峰会、总统大选等重大

活动的保电工作，并通过 NGCP灾害

应急指挥中心，多次战胜重大自然灾

害对电网安全的挑战。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

彪 称 ，今 后 ，他 们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NGCP 运营绩效和服务水平，努力为

菲律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

质可靠的电力供应。同时，愿积极支

持菲律宾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菲律

宾同行在电源开发、装备制造、科技

创新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务实合作，

推动能源合作再上新台阶。

三一重工集团在工程机械领域

居世界第五、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居

世界第一，产业覆盖了港口机械、煤

炭机械、风力发电、精密机床等众多

领域，于 2006 年在菲律宾成立了办

事处，现在每年在菲律宾的销售额

超过了 3000 万美元。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指出，很

多产业在菲律宾都有很好的市场前

景，现在两国之间良好的政治基础

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他表示愿意与菲律宾的企业

家展开多种层面的合作。

许宁宁：产业合作互惠中菲双方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作为中国—东盟经济贸易问题

研究专家，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理事长许宁宁在中国—菲律宾经贸

合作论坛上介绍了中菲合作的发展

前景，并对双方产业合作提出 3 点

建议。

许 宁 宁 认 为 ，中 菲 两 国 比 邻

而 居 ，有 着 发 展 经 贸 合 作 的 区 位

优势，加强双方经济合作，有利于

改 善 和 巩 固 两 国 的 政 治 关 系 ，有

利于区域经济的新发展。在经济

合 作 范 畴 ，加 强 中 菲 产 业 合 作 是

重中之重。日前召开的中国—东

盟 领 导 人 会 议 发 布《中 国 — 东 盟

产业合作联合声明》，也将中菲之

间的产业合作带入了新阶段。两

国加强产业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

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

而 且 有 利 于 双 方 中 小 企 业 的 发

展，形成更多的贸易创造；有利于

打 造 更 多 的 产 业 合 作 区 ，使 双 方

企业合作少走弯路。

许宁宁表示，中菲两国在加强

产业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双

方经贸互补性很强。据预测，菲律

宾 今 年 GDP 的 增 速 将 达 到 6.5% ，

对中国企业而言是非常好的“走出

去”的时机。今年 1 至 7 月，菲律宾

吸引外资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79%，

表 明 菲 律 宾 投 资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

今年前三季度，中菲贸易额按照中

国 海 关 统 计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4% ，在 当 前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缓 慢 的

情况下，中菲贸易取得的成就值得

赞赏。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的贸

易 额 下 降 了 6%，而 中 菲 的 贸 易 额

增 长 了 4%，体 现 了 中 菲 两 国 工 商

界合作的潜力。

在加强双方产业合作方面，许

宁宁提出 3 点建议：

一是中菲两国政府应尽快就双

方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加强沟通交

流，希望建立中菲两国产业合作发

展规划，让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更

具持续性、互利性，使企业合作更具

目标性。同时，建议两国政府部门

之间多设一些商务服务中心，让企

业得到更多的有效服务，推动经济

务实合作。

二 是 在 增 进 双 方 产 业 合 作 方

面，双方的工商会、行业商协会要充

分发挥好桥梁性、灵活性的优势，加

强对接。双方行业商协会可以建立

一系列机制性的合作关系，在能力

建设、信息交流、展览研讨、服务中

小企业等方面，商协会都可发挥重

要作用。

三是积极推动中菲两国合作的

产业园区。菲律宾政府非常愿意推

动两国工商界合作，在基础设施方

面，菲方应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投资

合作，而产业园区建设将有利于双方

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对接。

引进菲佣 不是不可能
■ 张 凡

近 几 日，由 于 访 华，菲 律 宾

杜特尔特总统火了，由此关于菲

佣的话题也开始升温。据说这

次杜特尔特访问有个重要的看

点就是赦免在中国非法务工的

菲佣，以及试图推动中国对菲律

宾开放服务业市场。但是关于

这个问题，直至杜特尔特回国，

还没相关消息披露。

无论如何，是时候谈引进菲

佣的话题了。

众所周知，大多数菲佣受过

良好的教育，会说英语，技能良

好，服务贴心，颇受中国香港地

区富裕家庭的青睐。由于目前

中国内地还没有开放相关市场，

菲 佣 一 直 处 于 非 法 务 工 的 状

态。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 10 万

名菲佣活跃在内地，但这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

目 前 中 国 正 在 逐 渐 进 入 老

龄 化 社 会 ，再 加 上 放 开 二 孩 政

策，在外打拼的中青年们无暇顾

及老人和孩子，越来越多的家庭

需要雇佣保姆料理家事。可是

目前中国家政市场上的保姆技

能没有很好地提升，费用却越来

越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保姆

荒”。这时适时引入菲佣，不仅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缓 解“ 保 姆

荒”，还可以以质优价廉的服务

营造“ 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竞

争氛围，倒逼中国本土劳动力及

家政管理业提升技能素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引进菲

佣 还 可 以 拉 动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

家庭中的老人孩子有了菲佣的

悉心照顾，中青年们便可以更加

集中精力在自己的事业上。尤

其是菲佣可以把中国众多高素

质的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

出来，也增加了这支妇女消费主

力军外出消费的可能。

当 然 了 ，有 人 担 心 放 开 菲

佣 市 场 ，本 土 服 务 业 的 劳 动 力

将 面 临 较 大 冲 击 ，专 业 技 能 相

对较低的劳动人口将面临着失

去 岗 位 的 压 力 ，这 容 易 造 成 一

些社会问题。

但 笔 者 认 为 ，这 些 都 不 足

为虑。其一，即使开放市场，菲

佣并不会大量涌入。上世纪 70
年 代 ，菲 律 宾 之 所 以 大 量 输 出

菲 佣 是 因 为 经 济 不 景 气 ，失 业

率 较 高 。 但 是 今 年 二 季 度 ，菲

律宾 GDP 增长速度达到 7%，为

近三年来最高，所以，菲律宾劳

动 力 将 不 会 发 生 大 规 模 流 动 ，

小规模适量地进入中国反而有

益 于 搅 活 中 国 家 政 劳 务 市 场 ，

促 进 竞 争 。 其 二 ，菲 佣 的 客 户

群 一 般 是 富 裕 家 庭 ，对 于 中 国

普通家庭的保姆供需来说影响

甚微。

况 且 ，全 面 开 放 市 场 是 不

可 能 一 步 到 位 的 ，可 以 采 用 试

点开放城市或者放入部分菲佣

从事保姆培训业当作开端。笔

者 认 为 ，杜 特 尔 特 刚 刚 访 华 回

国，我们应当趁热打铁，引进菲

佣 这 样 高 素 质 的 劳 动 力 ，带 动

中国本土劳动力市场良好有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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