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菲律宾共和国位于亚洲东南部，西濒南中国海，东临太平洋，是一个群岛国家，共

有大小岛屿7 107个，全国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等11

个主要岛屿占全国面积的96%，首都马尼拉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菲律宾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菲律宾人口规模达到1.01亿人，其中马来族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居民多信

奉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菲律宾实行总统制，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又相互

制衡。菲律宾的社会治安状况逐渐恶化，犯罪案件不断攀升。近年来，菲律宾的贫困人

口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超过20%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菲律宾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

模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突出，农业和制造业也占有相当比重。菲律宾是东盟

的成员国家之一，东盟在外交上为菲律宾提供了平台，日本与菲律宾保持着较好的国际

关系。中菲两国于1975年6月9日正式建交。近年来，中菲关系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

日趋广泛，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也日益增多。

菲律宾一直积极吸引外资，但是由于各种困难，近些年来流入菲律宾的FDI并不理

想，为了加快投资吸引，菲律宾制定了《2017—2022年菲律宾发展规划》。菲律宾投资

来源国主要为荷兰和日本，其他投资较多的国家为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对菲律宾

投资相对其他国家较少，菲律宾的农林渔业2015年共获得外国投资85.08亿比索。投资

环境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通病”，这成为中国企业到菲律宾投资所要面临的

主要风险和挑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法律体系完善工作进展缓慢，商业和公共机构

腐败现象仍然相当普遍。中菲两国就农业领域合作、农业技术援助、渔业发展、经贸合

作达成多项协议和备忘录。但国际主要机构对菲律宾经济前景十分看好，纷纷预测菲律

宾国家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菲律宾是各种天灾频繁光顾的国家，农业生产仍未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菲

律宾的农业开发需要较大量的投资。目前，菲律宾水稻、玉米产量相对较低，对品种改

良技术和农业生产管理技术需求较大。对于菲律宾水果产业来说，初级产品产量较大，

例如椰子。但产业链下游初级加工和深加工领域不足，这是菲律宾水果产业投资重点。

中菲农业合作过程中，中国应扩大对菲律宾的大米出口，加强与菲律宾开展渔业合

作，对菲律宾养蚕业给予必要的技术援助，扩大菲律宾香蕉、橡胶等农产品进口，加强

两国种植业与肥料合作、农业机械化技术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