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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修宪运动透视

朱仁显

菲律宾修宪之议早在 199 4 年
、

199 5 年就已两次出笼
,

终 因子l几会强烈反弹 而胎死腹
‘

!
, ,

经过一段筹划后
,

199 6 年 再度掀起
,

一年多来
,

主张修 宪人 卜 二度尝试修 宪
,

其势汹涌
,

19 8 7 年宪法面临严峻挑战
。

(一 )

此次修宪运动始自 199 6 年 6 月众议院议员银沙礼斯和帛特洛提出修宪议案
〔、

当时
,

该

议案获得 151 名众议员的连署
。

由于以参议院和天 主教会为 l仁的反对人 卜
·

再坚决反 对
,

加

以为了谋求 9 月南岛和议的达成和 11 月亚太首脑会议的顺利召开
,

拉莫斯总统出而制 II.
,

修宪运动才不得不暂时堰旗息鼓
。

12 月初
,

一个名叫
“

人民创制改革现代化行动
”

的组织

(PI RMA ) 在各大报刊登广告
,

公开表示发起全国公 民修宪鉴名运动
,

并向选举署提出举布r

全民公决的要求
,

与此 同时
,

主张修宪的议员也先后星交 厂 ! 儿个修宪提案
. ,

虽然响应此番

签名修宪运动的人并不踊跃
,

最高法院根据反修宪人士的要求 也颁布 户饰时禁令
,

但修宪组

织者却置若阁闻
,

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征集 500 万选民签名 可是大有不测风云
,

止当签名修

宪冒着违背最高法院禁令
、

顶着社会批评和嘲讽
,

一意推进的时候
,

拉莫斯 f 月底突传中风

住院
,

随即传出举行颈动脉手术的消息
。

其健康状况能否继续担当总统职责顿成问号
,

致使

修宪运动再度陷人沉寂
。

199 7 年 2 月
,

随着拉莫斯逐渐康复
,

恢复到各省视察
,

修宪签
一

名

运动死灰复燃
,

除
“

人 民创制改革现代化行动
”

组织外
,

另外出现 r
‘

个 主要由基督教团体

组成的名叫
“

签名
”

(SI GN ) 的新组织
,

二者宣称为国家前途而联合起来
,

支持
“

取消宪法

限制总统和其它民选官员任期的条款
” 。

随之而来的又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
,

反对党
、

参

议院
、

天主教会
、

社会名流再度强烈抨击签名运动
,

对其合法性提出严厉质询
,

签名运动承

受巨大社会压力
。

此时执政当局始跳上台面
,

先是文官 长杜礼斯透露
,

执政的力量党将公开

建议修改现有
“

总统一任六年
,

不得连任
”

的宪法条文
,

并将规劝拉莫斯总统接受劝进
、

他

说
: “

对一位英明的总统而言
,

六年任期委实过短
” 。

紧接着拉莫斯的安全顾问亚文地在
·

次

公开会议上指出
,

民间签名修宪是人民的合法权利
,

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
,

都不能制止
,

拉

莫斯总统是无可取代的
。

3 月 5 日
,

拉莫斯在卡塔尔访问时声称
,

现行宪法至少有 97 处应作

修改
,

公开表示支持修宪 ; 与此同时
,

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阿保斯道则说
,

宪法有 13 7 处需

要修改
。

3 月 19 日最高法院裁决
,

永久禁止选举署就
“

签名
”

修宪请愿采取行动
,

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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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尚未制定一项关于以人民创制权修宪的法律
,

选举署应停止受理或承认任何修宪的倡

议
。

可是
,

这一裁决并未使签名运动堰旗息鼓
,

时至今 11
,

运动依然在继续推进
。

从签名运

动的发展可以鲜明地看到
,

策划这场运动的并非 般的民众
,

而是 以拉莫斯为首的行政当

局
。

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为之呐喊
、

声援
,

也表现在如果不是他们提供政治和

经济的支持
,

这场受到社会强烈反对和质疑的运动根本就无法 长时期地坚持下来
,

并且声势

越来越大
。

他们之所以导演这场运动
,

主要是 因为
,

根据现行宪法规定
,

199 8 年 5 月
,

现

任总统
、

副总统
、

12 名参议员
,

87 名众议员
、

7 《XX)多名地 方
’

fr员任期届满
,

要 去职下台
。

在政治分肥公行
、

贪污受贿严重的菲律宾
,

很多 人孜孜 以求升官
,

在位者除非有 更好去处
,

多不愿匆匆挥手告别政坛
。

正是利益的驱使
,

拉莫斯及其阁僚
、

各级官员才在幕前幕后张罗

修宪事宜
,

以图延长政治生涯
。

这场修宪运动究竟要修改宪法中的什么内容呢 ? 说法不
, 〔

倡导签名修宪的民间组织
、

拉莫斯的阁僚们大多直 言要取消宪法中对总统和民选官员任期限制的条款
,

!衍核心在十让拉

莫斯连任
。

一些众议员和拉莫斯本人则认为宪法需要修改的内容很多
,

拉莫斯本人
·

再表示

反对修改宪法中有关任期限制的条款
,

并且数次表示 自己于「期届满
,

将如期下台
,

舆 沦认为

修宪者系在演双簧戏
,

策动修宪
,

旨在解除连任的法律障碍
,

表示修宪志不在突破任期 限

制
,

旨在减缓反对派的压力
。

赞成修宪让拉莫斯总统连任所持的理由如下
:

¹ 198 7 年宪法实施以来
,

固有缺陷 日益明显
,

应 当及时修改以应时势所需
。

º拉莫斯的治国才华受到诸多外国政要包括美国
、

英国
、

印尼
、

日本
、

加拿大等国元首

肯定
,

使菲律宾在国际上扬眉吐气
,

备受尊重
。

»使菲律宾经济起死回生而成为亚洲经济之虎
,

深获国际好评
。

¼ 解决 了回教叛乱间题并获菲共重新投人法治社会的承诺
,

假以时 日
,

非政局叮获长期

稳定
。

½ 就任总统五年来
,

人民入息和购买力
,

连年递增
。

¾ 施展铁腕
,

使严重阻碍工业经济成长的断电停水问题迎刃而解
〕

¿其所确立的外来投资方案
,

平实具体可行
,

吸引了不少外资
。

À 成功主办亚太经合首脑会议
,

大幅提升菲律宾的国际声誉和地位
: ,

Á 投人工作的狂热
,

成为政府官员勤政的楷模
。

综上所述
,

他们认为
: “

国家需要拉莫斯
” ,

只有他才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

进
‘

步促进

菲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成长
,

引领菲国人 民撑杆跳入 二月
‘

一世纪
。

反对修宪的人士有针对性地指出
:

¹ 拉莫斯固然施政有方
,

但是
“

国家不能没有拉莫斯
”

的说法
,

幼稚肤浅
,

菲律宾英明

聪 慧的政治家多的是
,

未必只有拉莫斯才能领导国家
。

º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
,

不可为某一政治人物继续当权而任意改变
。

况且菲律宾宪法任

期设限
,

旨在防止独裁
,

民意不容轻侮
,

马科斯修宪独霸政权
,

前车可鉴
。

» 虽已革除寡头政治
,

但也引进不少贪婪亲友
,

使贪污舞弊官员逍遥法外
,

纪纲废驰
,

48



仍一味包庇
。

¼ 政府军事化
,

各部门军人充斥
。

½ 就任总统不及五年
,

已是第二十六次出国作官方访问
,

荒废政务
,

浪费公款
.。

处事不

够果断
,

常以创设
“

委员会
”

来逃避本身责任
。

¾ 空喊 口号和演讲
,

说的多
,

做的少
。

言而无信
,

不守诺言
,

失信于民
。

¿ 宪法固然有缺陷
,

修宪本无不可
,

但在九八年选举将届的现在
,

小宜进行
。

应 该在九

八年总统选举之后再行修宪
。

反对修宪的力量主要有前总统阿基诺夫人
、

红衣主教辛海棉为 首的天 主教会
、

民斗党
、

民众党
、

国民联盟
、

人民改革党等反对派
,

参议院绝大多数参议员
、

副总统伊斯特拉达
、

众

议长黎敏尼舍
、

最高法院
。

他们也相应地采取行动
,

比如反对派结成反对党联盟 ; 动用舆论

抨击修宪人士及其修宪努力 ; 1卯7 年 2 月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反对修宪案 ; 同月
,

天

主教会发表公开信
,

谴责修宪运动 ; 最高法院三次驳回签名修宪吁求 ; 副总统和众议长以不

同方式表示反对修宪
。

赞成与反对修宪的争执白热化
。

反对修宪努力积极进行舆沦宣传和社

会动员
。

主张修宪的人士有条不紊地推进签名修宪运动
,

并暗中说服参众议员
、

最高法院法

官
,

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

(三 )

菲律宾 1987 年宪法规定
,

在宪法批准五年后即可修改
,

现行宪法已实施十年
,

就技术

层面而言
,

只要遵照宪法所规定的修宪程序
,

并无法律上的障碍
。

菲律宾宪法第十七章规定
,

修宪有两条途径
:

第十七章第一条规定
:
修宪可由国会四分之三议员提出

,

或由修宪大会提出
,

修宪大会

由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召开即可修宪
。

这个方法就操作而 言
,

最是简便易行
〔J

但是
,

就 目前

情形
,

反对声浪沸腾
,

国会无人敢作登高之呼
。

加之参议院多数议员坚决反对修宪
,

已经杯

葛于前 ; 参院修宪委员会主席仙爹戈立哲要将修宪动议封杀
,

她也 一度要求最高法院制止修

宪签名运动 ; 众院中拥有相当实力的议长黎敏尼舍也反对修宪
{。

修宪议案要在国会通过有相

当的难度
。

第十七章第二条规定
:
由选民百分之十二以上请愿动议

,

亦可提议修宪
,

执行办法由国

会规定
。

由此途径所产生的修宪案
,

须经公决由大多数选民批准
。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创制修

宪
。

目前签名组织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

其具体方法如下
: 在全 国征得 12 %选 民 (约 中汉) 万 )

的签名
,

其中每个选区需有 3% 选民 (总数约一百万 ) 签名 ; 经选举署鉴定通过后
,

就可以

就修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 只要多数赞成
,

即可成功实施修宪
。

目前
,

征集签名工作已由签

名组织完成
,

共征得近 创X)万个签名
,

等待选举署鉴定
。

此前最高法院曾颁布临时禁令
,

禁

止签名运动和选举署鉴定签名
,

但七月底
,

最高法院态度改变
,

以 6 : 5 的票数同意接受签名

组织的鉴定诉求
,

看来成功在握
。

如获最高法院批准
,

且鉴定后确认无问题
,

即可进行修宪

全 民公决
。

这条道路除最高法院的态度未完全明朗外
,

尚存的困难是牵涉面广
、

耗资多
,

估

计要花 2 亿比索
,

需要相当的时间做准备
、

投票工作
,

要投人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也

比较费神
、

费时
,

更重要的是还要面对反对势力的抗争
。

198 7 年宪法是在推翻马科斯二十年独裁统治后的产物
,

其基本精神在 于防 d :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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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
。

任期限制条文便是防止独裁统治的
“

保护伞
” 。

修宪固然有利于健全宪法
,

但不可避

免地要拿掉这把
“

保护伞
” 。

因为
,

不论实行何种形式的修宪
,

对于拉莫斯总统而言都意味

着继续执政
: 要么延长任期

,

要么竞选连任
,

再执政六年
。

这就是各方激烈反对修宪的关键

所在
。

修宪还有法外途径
,

那就是发动军事政变
〔,

目前
,

执政当局和修宪组织依然寻求法制内

修宪
。

人民创制修宪和国会修宪双管齐下
,

希冀于 199 7 年底达成目标
。

如果不能如愿
,

舆

沦担心他们可能会挺而走险
,

制造事端
,

借机发动军事政变 多年来
,

拉莫斯当局逐渐实施

文官军人化政策
,

政府上下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人集团
。

现任阁员中至少有 6 位出自军警
,

另有 91 位退休将校级军警官员充任政府重要职位
,

另有 22 名退役军官在交通通讯界任要

职
,

至少 10 名现役国警官员奉派在总统府改及其它政府部 门任要职
,

他们控制着 11 万军

队
、

10 万警察
、

陆海空交通通讯部门以及重要的经济部 门
。

有人说
,

拉莫斯事实上正在上

演一场渐进的政府政变
,

因为那些要职通常是夺取政权的首要目标
。

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米

亚顺说
: “

关键性和战略性机构为军人所把持
,

这是军管的潜在工具
。

这是中的之言
。

联系

他执政以来与右翼叛军
、

摩解
、

菲共
、

摩伊的和解努力
,

对叛军的特赦
,

提高军人待遇等措

施
,

可以看到如果发动军变
,

他有相当的现实基础
。

选择这条道路的最大困难是菲国人 民对

马科斯独裁统治记忆犹新
,

大多唾弃专制统治
。

修宪运动发展至今
,

已使菲律宾政坛形成修宪与反修宪两大界限分明的政治营垒
,

未来

的发展如何
,

鹿死谁手
,

仍是未定之天
。

但有一点可以预期
,

政争的升级必将不利于菲国的

政治稳定和经济成长
。

如不能适时地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修宪之争
,

无疑将给菲律宾带来巨

大的杀伤力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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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

东皿
—

中
、

日
、

朴三 呀青 脑 昨 正 式套晤

199 7 年 12 月中旬
,

东盟 9 国领导人和 中国
、

日本
、

韩国三国领导人在吉隆坡分别举行

了
‘

,9 + 3’
,

和
‘

,9 + 1” 的领导人会晤
。

会晤分两个阶段进行
: 12 月 15 日下午举行

‘

,9 十 3
”

非正式会晤
。

东盟 9 国和中
、

日
、

韩 3 国领导人汇聚一堂
,

旨在增进了解
,

协调立场
,

共同

探讨如何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
,

展望 21 世纪的东亚前景与合作
。

12 月 16 日
,

东盟 9 国领导

人与中
、

日
、

韩 3 国领导人分别举行
“
9 + 1

”

非正式会晤
〔,

在江泽民主席与东盟 9 国领导人

的会晤中
,

双方就未来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
。

江主席充分肯定了中国和东

盟成为全面对话伙伴 以来
,

在各个领域进行友好合作所取得的可喜成绩
,

提出了中国同东盟

建立和发展面向 21 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 目标
、

原则和合作的重点领域
,

强调把加强中

国与东盟经贸
、

科技合作置于优先地位
,

在地区和国际组织和论坛中相互协调与支持等
。

会

晤的时间虽然短暂
,

但是它在国际上
,

尤其是东南亚和东亚产生了巨大影响
,

使之成为东盟

历史上的又一个创举
。

(本刊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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