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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菲律宾举行大选。在
众多参选者中，最能引起国际关注
的，是在民意中领先的总统候选人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因为他有个
绰号，叫做“菲律宾的特朗普”。

用菲律宾的《菲律宾新闻》最
近一篇社论的话说，虽然隔了半个
地球，但是菲律宾这名候选人与目
前风头正劲的特朗普有着惊人的
相似：两人多次说出粗鲁的话语，
常有一些不近情理的评论，对自己
不满的群体态度极其强硬，面对问
题时，不用经过论证的办法，而倾
向于简单粗暴地解决。

特朗普的言行媒体已经有很
多报道。这个杜特尔特又有什么
惊人之语呢？举几个例子：

一 是 杜 特 尔 特 最 近 曾 说 ，
1989 年看到在达沃市被性侵谋杀
致死的澳大利亚女教士杰奎琳·
汉米尔的尸体时，时任达沃市市
长的他，一方面对这种暴行感到
愤怒，另一方面也想:“她实在是
太漂亮了，应该让市长先上啊”。
此言一出，引起公愤，尤其在认为
强奸不能当笑话讲的西方，更是
哗然。杜特尔特最终还是为自己
的言论表示了歉意。

二是他多次宣称要下狠手对
待犯罪分子。达沃市位于棉兰老，
而棉兰老是菲律宾有名的动荡地
区。在达沃市做了 20 多年市长的
杜特尔特说，对待犯罪分子很简
单，“把他们杀了就完了”。《菲律宾
新闻》报道说，杜特尔特承诺，自己
如果当总统，头半年就要处死10万
犯罪分子，把他们尸体扔到马尼拉
湾。

所有这些言论，自然也都不符
合人权和法治的时代潮流。

而且，和特朗普一样，杜特尔
特的粗鲁话语，在竞选过程中，反
而 给 他 带 来 势 不 可 挡 的 支 持 率
——菲律宾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
数，即所有竞选者中，只要获得多
数就可以当选。最新民调显示杜
特尔特的支持率为 33%，远远高于
第 二 名 女 参 议 员 格 蕾 丝·傅 的
22%。不出意外，5 月 9 日之后，他
将是菲律宾新一届总统。

《菲律宾新闻》社论对此感到
有些绝望。该文认为，自上世纪80
年代“人民力量革命”以来，菲律宾
历经几届总统，但不是统治无能，
就是贪污成风，好不容易最近几年
菲律宾比较稳定，经济也颇有起
色，这“菲版特朗普”一上台，大概
又要把菲律宾带入深渊了。

不过，从媒体广泛报道来看，
杜特尔特虽然被称为“菲版特朗
普”，但实际上比特朗普要可靠得
多。

首先，杜特尔特有地方执政经
验，他担任达沃市市长有 20 多年，
而且任期内成绩不错，获得国内外
好评。正是他的业绩不错，先后有
四任菲律宾总统请他当内政部长，
不过都被他拒绝。

其次，和特朗普不一样，杜特
尔特不虚荣。2014年，有国际组织
要授予他“全球市长奖”，被他拒
绝，称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市长该做
的事。

第三，虽然他铁腕对待犯罪行
为，曾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惩
罚者”，但在另一面，他也下令修建
戒毒中心，对那些保证戒毒的人给
予生活补助等。

此外，在外交方面，杜特尔特
曾提出，同意中国提出的在南海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
也和阿基诺三世一味依赖美国、日
本对抗中国的立场有较大差别。

看来，杜特尔特这个“菲律宾
的特朗普”，虽然特立独行，言语有
时出格，法制观念或许也有待加
强，但总的来说，应该比美国的那
个特朗普要靠谱。

（羊晚）

菲律宾大选暴力中开锣

选总统主要看气质？

本报讯 5月 9日，菲律宾开始
进行其自 1986年推翻马科斯独裁
政权后的第5次选举。但选举一开
始便充斥着暴力，就在大选开张
日，有7人遭不明人士枪击身亡，1
人受伤。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9日
报道，菲律宾警方称，在菲律宾大
选投票前几个小时，一组车队遭到
伏击，其中有7人遭枪击身亡，1人
受伤。袭击发生在黎明前，不明身
份的持枪分子对吉普车及两辆摩
托车开火，然而目前袭击动机尚不
明确。

菲律宾特别选举暴力监督专案
组发言人称，事件发生地位于菲律宾
甲米地省，该地因激烈的政治对抗而
被选举官员视为“一块麻烦地”。

据《菲律宾星报》报道，自 1月
10日以来，已有50人死于选举暴力
事件，近乎平均每两日便有 1人死
于选举相关暴力事件。（环球）

菲律宾“特朗普”
或比美国特朗普靠谱

菲律宾大选暴力中进行 7人遭枪击死于选举日

菲律宾 5 月 9 日举行总统选
举投票，当地媒体认为，新一届政
府的产生或将对菲律宾未来走向
产生巨大影响。根据菲律宾选举
委员会当日公布的数据，在已经
统计出的 60%的选票中，达沃市
长杜特尔特在总统选举中处于领
先地位，获得约1046万张选票，大
幅领先其他竞争者。杜特尔特的
竞争对手之一、女参议员格蕾丝·
傅位列第二，获得约 595 万张选
票。对总统人选，菲律宾选民最
看重什么？按照一些媒体和专家
的说法，本次选举并未摆脱关注
候选人家族背景、个人魅力甚于
竞选纲领、执政能力的“惯例”。

个人魅力重于竞选纲领？

《经济学家》杂志网站近期刊
文指出，菲律宾政治存在一个“老
问题”，本次选举也没能例外，即

“喜爱作秀技巧和个人魅力甚于
政策和管理能力”。

就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两名候
选人来看，相比其他候选人，杜特
尔特和居于其次的女参议员格蕾
丝·傅执政经验并不丰富，但杜特
尔特凭借“硬汉形象”和“大嘴风
格”获得大量选民支持，格蕾丝则
得益于“著名影星和前总统养女”
的光环和“政坛新星”的清新形象。

据新华社驻菲律宾记者杨天
沐了解，在菲律宾，候选人竞选纲
领、家庭背景、个人魅力等都是影

响民意的因素，但影响的程度“有
大小之分”。

其中，竞选纲领的影响“不算
很大”。这一方面因为各候选人
竞选纲领重点大同小异，都不外
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另
一方面因为候选人不时会根据选
前热点改动竞选纲领，例如，杜特
尔特所提反罪恶、恢复社会秩序
的政策4月获得热烈反响后，格蕾
丝和执政党候选人、前内政部长
曼努埃尔·罗哈斯都纷纷效仿这
一政策。

相比之下，家庭背景在菲律
宾选举中具有重大影响。类似格
蕾丝“继承”养父声望的情况在菲
律宾政坛不乏先例。例如，现任
总统阿基诺在母亲科拉松·阿基
诺去世后陡然获得巨大名声，从
而当选总统；科拉松则被认为是
因为丈夫遭暗杀而获得声望，当
选总统。在地方政府领导人竞选
中，省长职位在一个家族中父传
子、子传孙的现象非常普遍。

此外，个人魅力也经常成为
候选人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身
为达沃市长的杜特尔特夸耀自己
曾“法外处决”罪犯，在菲律宾司法
流程冗长、警察系统腐败严重的背
景下，被部分民众视为“硬汉”。

“菲版特朗普”
反映民心求变

几名候选人中，杜特尔特显

得有些特别：他并非出身政治世
家，竞选期间不时吐出惊人言论，
甚至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菲律
宾版特朗普”。

杜特尔特的竞选口号“系统坏
了，我来修理”，看似“简单粗暴”，
却引发大量主流选民共鸣。《经济
学家》解读，这反映了菲律宾民众
不满现状、期待变革的心态。

一方面，民众对由少数家族
控制政坛的状况心生厌倦。另一
方面，尽管菲律宾经济增长近几
年处于中高速水平，但不同地区、
人群间贫富差距显著，引发占人
口多数的贫困人群不满。此外，
菲律宾长期遭受行政机构腐败和
社会秩序混乱等困扰。

杜特尔特巧妙利用了上述不
满：在他的家乡和由他担任市长
多年的达沃市，民众不满本地区
之前遭受的“政策歧视”，大量支
持他；在首都马尼拉，他要铁腕治
理社会秩序的誓言也迎合了相当
部分选民的期待；新生的中产阶
级也对他“改变游戏规则”的提议
抱有好感。

“贿选”形成“文化”

根据菲律宾主要民调机构社
会气象站 5月 5日发布的最新民
调结果，杜特尔特以 33％的支持
率领先，格蕾丝和罗哈斯分别以
22％和20％的支持率位居其后。

对于民调数据与最终投票结

果之间可能出现的差距，分析人
士列出一系列“变量”，包括候选
人之间的政治交易、出钱拉选票
的贿选行为、修改选票等作弊行
为。

值得一提的是，候选人出钱
拉选票在菲律宾选举中已经成为
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甚至被一
些人称为“贿选文化”。杨天沐
说，他在当地采访时，无论门卫等
底层人群，记者等中产阶层，还是
高层政坛人士，几乎都承认贿选

“难以避免”。
不过，由于选举前候选人都

会想方设法讨好选民，一个选民
同时收到多个阵营“好处”的现象
普遍存在、贿选实际上“成本”较
高，效果有限。相比之下，操纵民
调结果以引导民意、游说重要宗
教集团背书等，或许是更为有效
的手段。例如，菲律宾基督教会5
日表态支持杜特尔特，被视为他
锁定胜局的一大利好。这一宗教
集团的教众占选民总数 5％左
右。在简单多数计票制度下，这
一比例已属可观，在候选人支持
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甚至可能直
接决定选举结果。

民调机构为了自身声誉，通
常越是临近选举越注重准确率。
杨天沐了解到，根据以往选举情
况来看，临近选举时的民调结果
与选举最终结果之间差距不大，
在民调误差范围内。

（郜婕）

5月9日早上，维安特警持枪在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马卡蒂市一处投票站前戒备。（中新)

杜特尔特 格蕾丝·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