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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主导联合国维和建和的是生成于西方文

明实践经验的自由和平规范。自由和平注重制度建设而对经济和社

会发展关注不足，让 维 和 建 和 陷 入 维 持 和 建 设 虚 幻 和 平 的 困 境。中

国和平崛起的实践经验蕴含被称作发展和平的规范。通过中国的对

外援助和经济活动，发 展和平在 国 际 上 传 播 并 对 维 和 建 和 规 范 体 系

产生影响。发展和平 主 张 在 政 治 和 社 会 稳 定 的 前 提 下，以 经 济 建 设

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进而消除维和建和东道

国国内冲突的根源。发 展 和 平 弥 补 了 自 由 和 平 的 不 足，两 种 和 平 规

范可以互补共生。崛起的中国不仅仅是维和建和规范的学习者和接

受者，还是供应 者 和 传 播 者，发 展 和 平 是 联 合 国 维 和 建 和 中 的 中 国

方案。

关键词 世界政治 联合国 维和 建和 中国方案 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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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以及国际体系和国际格 局

发生转型变化，中国开始成 为 全 球 治 理 的 引 领 者。在 此 情 势 下，为 全 球 治 理

贡献中国方案的 话 语 开 始 兴 起。然 而，现 有 研 究 还 主 要 停 留 在 对 中 国 方 案

可能性和必要性的 论 述，关 于 中 国 能 够 为 全 球 治 理 提 供 什 么 样 方 案 的 具 体

研究还不多见。联 合 国 维 护 国 际 和 平 与 安 全 是 全 球 治 理 的 重 要 事 务，近 些

年来得到中国越来越积极的 支 持。中 国 不 但 在 安 理 会 等 各 种 联 合 国 机 构 中

履行义务，从政治上支持联合 国，而 且 还 积 极 地 给 予 人 力、物 力 和 财 力 支 持。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 要 行 动 者，中 国 从 政 治 和 物 质 上 大 力 支 持 维 和 建 和 的 同

时，还能够在规 范 上 有 所 贡 献 吗？ 或 者 说，在 维 和 建 和 事 务 上，中 国 除 做 规

范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是否 能 够 成 为 供 应 者 和 传 播 者？此 外，如 果 中 国 能 够

为维和建和贡献中国方案，那 么，中 国 方 案 是 什 么？将 与 联 合 国 现 有 的 维 和

建和方案发生怎 样 的 互 动？ 为 此，本 文 将 立 足 于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及 笔 者 在

访谈中获取的信息，通过研究联 合 国 维 和 建 和 的 内 涵、中 国 参 与 联 合 国 维 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 事 务 的 情 况、研 究 现 状、维 和 建 和 现 有 主 导 方 案 及 其 缺 陷、

中国特色的维和建 和 方 案，以 及 中 外 关 于 维 和 建 和 的 方 案 的 比 较 和 互 动 等

议题，对上述问题尝试回答。

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作用

联合国是全球最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 际 组 织，是 全 球 治 理 的

重要行动者和平台。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联合国最重要的 使 命 是 维 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成立７０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

联合国工作中最繁重部分和最大亮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 国，崛 起 的 中 国

在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备受关注。

（一）联合国维和建和

过去几十年来，在国际政治格局不断变迁和全球治 理 任 务 日 益 繁 重 的 背

景下，联合国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中摸索出一套自成体 系 的 实

践。尽管国际公认的第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 是１９４８年 第 一 次 中 东 战 争 后 建

立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但“维持和平”（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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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付诸实践是在１９５６年，当时联合国为参与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而建立了第

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联 合国紧 急 部 队。在 冷 战 时 代，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应

对的往往是国 家 间 冲 突，通 过 在 冲 突 双 方 之 间 部 署 军 事 观 察 员 和／或 维 和 部

队，监督停火协议的实施，为冲突的政治解决争取时间。

随着冷战结束，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冲突的主要特征从国家间冲突，转变

为由民族、种族和宗教等身份认同问题引发的国内冲突；加之国际局势趋于缓

和，大国之间更容易在安理会等联合国的高级政治层面达成一致，联合国发现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上可以有更多作为。１９９２年７月，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和平纲领》（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中阐述预防

性外交（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建立和平（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维持和平三个概念的

同时，在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语境中提出建设和平（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

概念。① 在《和平纲领》中，建设和平是冲突爆发后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行动的

逻辑性后续手段，其主要目标是防止重新陷入冲突。②

２０００年发布的《联 合 国 和 平 行 动 问 题 小 组 报 告》［又 称《卜 拉 希 米 报 告》

（Ｂｒａｈｉｍｉ　Ｒｅｐｏｒｔ）］提出了和平行动（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指出联合国和平

行动包含冲突预防（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四大

要素，以及维和行动与特别政治特派团等形式。③ ２０１５年６月发布的《联合国

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 报 告》（简 称《和 平 行 动 问 题 小 组 报 告》）进 一 步

确认了和平行动的概念，提出并诠释了保持和平（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的理念，主

张给予和平行动东道国以持续的、富有前瞻性的关注和支持，以便建立可持续

和平。④

不难发现，联合国维持 和 平与安全事务 涉 及 的 概 念 繁 多，含 义 交 错，很 容

易让人陷入术语困境。本文用“联合国维和建和”（简称维和建和）指代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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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从事的一切工作。这不但是为研究所涉及术语

的简便，更是因为维持与建设和平实际上也的确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 平 与 安

全事务的主要部分。后冷战时代联合国致力于采取积极措 施，消 除 冲 突 的 根

源以建立可持续和平。在此背景下，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 手 段 越 来 越 多 样

化，相关制度建设也不断深入。在维持和平方面，通 过 建 立 过 渡 政 权、稳 定 特

派团和支助特派 团 等 手 段，循 序 渐 进 地 帮 助 东 道 国 实 现 和 平；在 建 设 和 平 方

面，通过特别政治特派团、国家工作队（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ｅａｍ）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等专门机构主导的机制，帮助东道国建立可持续和平。此外，后

冷战 时 代 的 维 和 行 动 大 多 是 多 维 维 和 行 动（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这些维和行 动 名 义 上 是 维 持 和 平，但 通 常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包 含 了

建设和平的任务。① 也就是说，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是两个在字面上存在重大

区别，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分割的概念。所以，本文将在维和建和的语境中研究

涉及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规范问题。

（二）中国是支持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中坚力量

自１９７１年重返联合国以来，中 国的维和建和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反对，到８０、９０年代有限地参与，再到进入２１世纪后日益积极参

与并成为支持维和建和的中坚力量。②

中国于１９９０年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已经派出了三万三千

多人次。根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与外勤支助部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发布的数据，

中国有２５１５名维和人员在九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和 一 项 政 治 特 派 团 中

执行任务，在１２７个出兵国中排名第１２位。③ 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派出维和人员数量超过其他四个 常 任 理

事国所派人员之和。此外，中国还是少数几个派出维和人员 种 类 非 常 齐 全 的

国家之一：既有安全部队和各种保障部队，也有包括单警和防暴队在内的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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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３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会员国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维和摊

款比额，中国承担１０．２８５５％，在１９３个会员国中排名第二位，是承担维和经费

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联合国峰会期

间，就中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宣布了六项重大举措。① 在全球安全治理正经

历转型、维和建和工作面临重大挑战而急需支持的时刻，中国发挥了一个核心

会员国应有的引领作用。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 姿 态 参 与 安 理 会 事 务，支 持 建 立 新

的维和行动或者延长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２００４年，中国积极参与在尚未建

立外交关系的海地的维和行动，并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派出 一

支维和警察防 暴 队。十 多 年 来，尽 管 海 地 一 直 与 台 湾 地 区 保 持 所 谓“外 交 关

系”，但中国并没有利用自己在安理会的否决权迫使海地结束与台湾的非法关

系，而是从海地和平进程的实际需要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局考虑，大力支持

联合国在海地的维和建和工作。

中国非常重视培训维和人员的工作。先后花费巨资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９年

建立了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和国防部维和中心，用于培训维和警察 和 维 和

军人。这两个维和培训中心都有功能齐全的培训设施和专 业 的 施 训 团 队，既

可以满足培训中国维和人员的需要，也可以培训外国维和人员。比如，这两个

维和培训中心经常与联合国相关部门合作，主办各种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２００７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希望在苏丹达尔富尔建立维和行动，但遭到苏

丹政府的抵制。西方大国由于制裁苏丹而没有有效的渠道对该国政府施加影

响。当时，中国是唯一与苏丹政府保持有效联系 的 大 国。中 国 利 用 这 层 关 系

与苏丹政府进行沟通，分析利弊，最终说服了苏丹政府同意建立非盟—联合国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② 此外，中国还大力支持刚果（金）、阿富汗、南苏丹和叙利

亚等国的和平进程，向这些国家或所在地区派出特使，积极参与斡旋和调解等

促和工作，甚至与相关国家的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进行建设性地接触和沟通，

４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①

②

该六项举措的具体内容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

十届联合 国 大 会 一 般 性 辩 论 时 的 讲 话》，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ｍｗ．ｃｎ／ｓｉｘｉｎｇ／２０１５－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２０８０４２．ｈｔｍ，
２０１６－１０－０９；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ｍｆａ＿ｅｎｇ／ｔｏｐｉｃｓ＿６６５６７８／
ｘｊｐｄｍｇｊｘｇｓｆｗｂｃｘｌｈｇｃｌ７０ｚｎｘｌｆｈ／ｔ１３０２５６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２０１５年３月，笔者在北京对外交部官员的访谈。



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到北京参与和平对话活动。①

中国支持旨在团结各国力量打击亚 丁 湾 海 盗 活 动 的 安 理 会 第１８１６号 决

议，从２００８年以来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参与护航行动。２０１４年，应

联合国安理会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请求，派出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盐

城舰”参与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护航国际行动，为缓解围绕叙利亚化学武器问

题的国际危机做出了贡献。②

（三）关于中国维和建和的研究及存在的不足

过去３０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维和建和事务引起国内外关注。③现有国内

外相关文献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的动机和相关政 策，涉 及

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国为什么参与维和建和行动？为什么逐步接受了与维和建

和相关的规范？等等。从总体上讲，这类研究的出 发 点 仍 然 停 留 于 中 国 在 国

际社会中的社会化进程，④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何及如何从一个体系外的

国家，逐步演变成为维和建和规范接受者。⑤ 也就是说，在国际制度体系的层

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纯粹地看作是一个规范的学习者和接受者。

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不断深入和国际格局发生转型，中 国 在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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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相关官方报道参见：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ｉｂｙ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ＴＣ　Ｅｎｖｏｙ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Ｊｕｎｅ　９，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０９／ｃ＿１３９１９４２０．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Ｍｅｅｔ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Ｃａｉｒ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０２／０６／ｃ＿１３２１５３３２８．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６－１２；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ｉｎａ　Ｂａｃｋｓ　ＵＮ　Ｓｙ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２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０６／２３／ｃ＿１３３４３１１４６．ｈｔｍ，
２０１７－０６－１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ｏｒｍ，”Ｊｕｎｅ　７，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ｎ．ｏｒｇ／ｅｎｇ／ｘｗ／ｔ１９９１０１．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ｉｇａｔｅ　Ｓｔａｒｔｓ　Ｅｓｃｏｒ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Ｆ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０１／０８／ｃ＿１３３０２６２２８．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Ｊ．Ｆｕｎｇ，“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ｏ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６，２０１６，ｐｐ．４０９－４４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１６６，２００９；Ｂａｔｅｓ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ｉｎ－Ｈａｏ，“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ａｎ－
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ＰＲ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２５，２００９；Ｈｅ　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Ｃｈｉｎａ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１９９６；其他具有代表性研究如２０１１年国际维和的权威刊物《国际维和》杂志推

出的中国维和专刊，参见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何银：《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体系：以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为 例》，载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国 际 战 略 研 究 所 编：

《新战略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３７页。



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 国在国家发展和国际行为方面呈现出一套与许 多 其 他

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实践和理念。有学者注意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

和理念对维和 建 和 产 生 的 影 响。意 大 利 特 伦 托 大 学 学 者 丹 妮 拉·斯 库 瑞 里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ｉｃｕｒｅｌｌｉ）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在非洲的维和行为和相关原则，指出双方

在非洲传播的是两种不同维和模式。① 斯库瑞里认为，中、欧在非洲的维和模

式的不同体现在主权原则和治理理念上：欧洲模式立足于倡导有限主权，将人

权和善治设为和平的前提条件；中国立足于主权平等原则，将经济发展设为和

平的前提条件。② 南非华裔学者郭俊逸（Ｓｔｅｖｅｎ　Ｃ．Ｙ．Ｋｕｏ）的研究认为，中国

立足自身的发展 经 验 及 中 非 关 系 需 要，主 张 帮 助 非 洲 发 展 经 济，反 对 干 涉 内

政。郭俊逸认为，中国倡导了一个称作“中国和平”的规范。③ 此外，还有一些

学者也探讨了中国维和建和行为的特点，指出中国的维和建和模式给 予 了 发

展问题以更多关照。④

研究中国对维和建和规范体系的贡献，是中国维和 建 和 研 究 的 一 个 新 方

向和重要增长点。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尚处于 起 步 阶 段，在 基 本 概 念、核 心

问题和研究路径等方面还存在模糊不清甚至矛盾之处。

近几年来，中国在全 球 治理体制中发挥 作 用 的 态 度 发 生 转 变。自 改 革 开

放以来，中国遵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在对参与国际制度规则制定事

务的表态上通常比较低调，避免给人以过分自信的感觉。然而，随着以习近平

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中国对自身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身 份 等 问

题的认知发生巨大改变，提出要有自信，要积极参与国际制 度 体 系 的 变 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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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ｉｃｕｒｅｌｌ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ｒｔｏ，Ｊｕｎｅ　２３－２６，２０１０．
Ｉｂｉｄ．，ｐ．１．
Ｓｔｅｖｅｎ　Ｃ．Ｙ．Ｋｕｏ，“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５，Ｉｓｓｕｅ　２，２０１２，ｐｐ．２４－４３．
〔南非〕克瑞斯·艾登、〔英〕丹·拉 吉：《中 国 对 非 洲 和 平 与 安 全 政 策 的 演 进：一 种 建 设 和 平 的 新 范

式？》，王学军、刘祎译，《非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３１—４０页；何银：《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体系：以联合国

维和行动为例》。Ｓｈｏｇｏ　Ｓｕｚｕｋｉ，“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
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Ｖｏｌ．１８，Ｎｏ．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ｐｐ．２７１－２８５；Ｌｅｉ　Ｘｕｅ，“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　Ｃｈ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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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① ２０１４年３月，习

近平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时，提出并阐释了“中国方案”的理念。习近平表示，

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

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２１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

贡献。② 本文研究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中国方案之前，将首先对现在占据主导地

位的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西方方案进行分析。

二、自由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西方方案

在后冷战时代，维和建和体现了以欧美为主体的西 方 世 界 宣 扬 的 自 由 理

想主义的价值理念，传播的是自由和平的规范。自由和平是 维 和 建 和 中 的 西

方方案。自由和平的基础是西方文明实践及自近代以来西方在国际政治中的

制度霸权。

（一）西方文明与新自由主义

自１５、１６世纪以来，先是以西欧为中心、后来逐步扩展到北美等地的西方

文明在政治、经济和话语等方面取得了相对于其他文明的 优 势。这 种 优 势 在

普世主义等扩张性战略文化的引导下演变为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在国际制

度领域，霸权表现为原本属于西欧和北美的一种地区文明实践经验，逐步上升

为国际规范或者说是主导规范。

现代西方文明的内核是自由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有不同的内

容，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经济 学 理 论 或 者 思 潮，

产生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发展成为主导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政治经

济学理论。

在西方占有绝对话语优势的国际政治中，新自由主义表现为一个称作“民

主和平论”的命题。有关“民主和平论”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现代欧洲 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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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政治哲学家。１７９５年，伊曼纽尔·康德发表《论永久和平》一书，论述了

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康德指出，与其他（非民主的）国家相比，民主国家的

民主宪法能够确保这些国家会采取相对和平的行为。① 亚当·斯密较康德更

进一步，在民主和平这一因果链上增加了经济自由化的变量，指出民主和经济

自由化这两个因素与和平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迈克尔·多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民主国家 之 间 不 打

仗，因为它们所共享的妥协与合作的规范能够阻止围绕某一个利益的 冲 突 升

级为暴力。③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Ｒｕｄｏｌｐｈ　Ｒｕｍｍｅｌ）进一步

指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的水平也是最低的。④

尽管“民主和平论”引起很大争议，但并没有影响这个理 论 得 到 政 策 界 的

呼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美国总统伍 德 罗·威 尔 逊 试

图推动建立一种基于自由民主的国际和平秩序。威尔逊指 出，民 主 能 够 让 理

智战胜冲动，自由主义是通往国际国内政治和平与安全的 钥 匙。他 认 为 要 在

战后欧洲建立持久和平，唯一的出路是欧洲的不同民族国家都采用自 由 民 主

制度。⑤ 在超级大国对抗的冷战时期，世界被划分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

世界”两大阵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并没有把输出

自由民主作为重要的对外政策，所以，“民主和平论”淡出了国际政治政策层面

的话语圈。相反，一些实 行 非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反而得到 美 国 及 其 西 方 盟

国的支持。随着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再次兴起。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

史终结论”的命题，将自由民主制度奉为人类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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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①１９９３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民主的“扩 展 与 参 与”战 略，“民 主 和 平”的 理 念 开 始 成

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国际干预的工具。②

（二）自由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西方方案及批判

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③ 自近代

以来，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西方凭借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领域的优势

及扩张性的对外战略，推动了地区文明实践的经验上升为 国 际 规 范。在 此 背

景下，联合国自成立之初在制度规则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就深深地打上 西 方 文

明的烙印。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制度霸权的国际权势背景下，新 自 由 主 义 民 主

和平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治理 领 域，这 种 影 响 具

体表现为“自由和平”规范成为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主导规范。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 授 罗 兰 德·帕 里 斯（Ｒｏｌａｎｄ　Ｐａｒｉｓ）是 第 一 位 研 究 维

和建和中的自由和平的学者。在２００４年出版 的《战 争 结 束 之 后：国 内 冲 突 后

的建设和平》一书中，他指出，尽管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开展的１４项建设和平行

动在许多方面存在区别，但它们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通过“自 由 和

平”寻求尽快将遭受战火摧毁的国家转变成为“自由市场民主”国家。④ 帕里斯

认为，自由和平包含了一个假设：通过政治和市场的自由化就可以实现自我维

系的和平（ｓｅｌ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自由和平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在政治上倡导

普选式民主，强调法治、人权和公民社会建设；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模式。⑤

尽管维和建和的根本目标应当是通过积极干预措施，全面消除政治、经济

和社会等方面可能引起冲突的根源，但在实践层面却偏离了应有的任务轨道。

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和平纲领补编》中强调开展国家制度建设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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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① 加利所言的建设和平是自由式建设和平（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主要

专注于在冲突之后按照自由民主的标准开展国家重建，实际上是将建 设 和 平

局限于建设 国 家 这 样 非 常 狭 窄 的 任 务。② 英 国 曼 切 斯 特 大 学 两 位 教 授 奥 利

弗·里士满（Ｏｌｉｖｅｒ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和贾森·弗兰克斯（Ｊａｓｏｎ　Ｆｒａｎｋｓ）认为，建设国

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和安全架构，最终结果是建成一个拥有领土和主

权的新自由主义国家。③ 尽管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人原本是奔着

建设和平而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自由主义建设和平的议程是偏向建设国

家，建设和平仅仅 是 被 当 作 一 个 框 架 利 用，以 便 使 这 样 的 偏 离 取 得 合 法 性。④

这种维和建和模式导致大部分综合的（维和）特派团的重心从纯粹的建设和平

转向建设国家。⑤

建设国家以建 设 和 平 的 面 貌 出 现 并 成 为 后 冷 战 时 代 维 和 建 和 的 中 心 任

务，导致的最明显结果就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任务几乎绑架了整个维和建和的

进程。《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也认识到这一点，指出现有的维 和 建 和 采 用

的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具体做法是国际行动者常常提供援助去“增强”维 和

建和行动东道国的制度机构。⑥ 正如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罗杰·迈克·

金迪（Ｒｏｇｅｒ　Ｍａｃ　Ｇｉｎｔｙ）指出的，由于得到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

际金融组织的青睐，自由和平成为开展国际和平干预的首选手段。⑦

自由和平式的维 和 建 和 模 式 遭 到 批 判。１９９４年 发 生 在 卢 旺 达 的 种 族 屠

杀，以及１９９８年发生在印尼针对华人的暴行，促 使 一 些 人 思 考 民 主 与 市 场 的

结合对转型国家 的 影 响。２００３年，美 国 耶 鲁 大 学 华 裔 法 学 教 授 蔡 美 儿（Ａ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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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ａ）在《燃烧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滋养了种族仇视和全球动荡》一书

中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种族间暴力冲突，是美国推行民主政治制度

和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后果。① 帕里斯指出，市场民主并非医治国内冲突的灵

丹妙药，相反，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进程具有内在的无序性：它会加剧社会紧张，

并破坏在刚刚经历内战国家的脆弱条件下建立稳定和平的前景。② 有学者认

为，自由和平造就的是“虚幻的和平”（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③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 学 教 授 大 卫·钱 德 拉（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将２０世 纪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针对自由和平的 批 判 分 为 两 类：一 类 是 激 进 的、基 于 权 力 的 批

判；另一类是以政 策 为 中 心 的 基 于 理 念 的 批 判。前 一 种 方 法 将 自 由 和 平 的

话语看作是工具性质的，认为有关自由、市场和民主的言辞掩盖的是西方的私

利，因为西方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的社会安全和自由。而后 一 种 方 法 并 不 否

定自由和平本身，而是直接批判有关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适性假设，质疑西方干

涉主义理念或者价值，认为通过自由主义的政策对一些冲突后国家和 社 会 进

行干预的做法是行不通的。④ 还有人指出，自由和平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线

性进步理论。⑤ 自由和平是一个西方的线性概念，它依赖于行为者沿着一个套

路或者说 预 先 确 定 的 路 径，并 最 终 达 到 得 以 解 放 的“自 由 和 平”这 个 终 极

目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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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在批判自由和平的同时尝试寻找替代方法。① 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 教 授 迈 克 尔·巴 尼 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提 出“共 和 和 平”（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的方案，主张改变单一的投票选举方式，通过多种方法和形式实现代议

制。巴尼特认为，这样做既能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减

少各派之间的冲突。② 帕里斯提出先制度化后自由化的方案，也就是保持市场

民主的根本目标不变，变的是手段，即在引入选举民主和市 场 调 整 政 策 前，首

先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础。③ 不难发现，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方案

的都还没有跳出自由和平的框架，充其量是自由和平的改良版，而很难称得上

是区别于自由和平的另一种方案。

如上所述，自由和平是生成于西方文明实践经验的一种地区规范，在西方

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中上升为国际规范。所以，若要寻找自 由 和 平 之 外 的 和

平方案，就需要关注人类文明的其他实践场域。中国崛起是２１世纪全球政治

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④而在中国文明实践中所生成的和平规范无疑将对联合

国的维和建和产生重要影响。

三、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人类社会是由若干实践场域组成，这些 不 同 实 践 场 域 以 地 域、国 家、地 区

或者文明为界区别开来，让人类文明具有多元性。不同实践产生不同的经验、

价值、规范或者话语，反映不同地域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尽管西方建立规范霸

权，但从实践角度看，西方提供的规范反映的只是人类社会某一个实践场域的

经验，是一种具有地方特征或者个体文明特征的经验。随着 国 际 政 治 格 局 发

生变化，生成于其他文明实践场域的经验也可能上升为国际规范而在 国 际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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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自改革开 放 以 来，中 国 快 速 崛 起，积 累 了 具 有 所 在 实 践 场 域 特 色 的 经

验，而这些经验又在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和国际活动能力的推动下，上升为国

际规范并在国际上传播。

（一）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

中国崛起催生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 学 问 题：中 国 为 什 么 能 够 成 功？在

认识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不同人有不同观点。有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分析，将

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威权主义政府”和“举国体制”等因素。① 这样的认识容易

让人误解，认为要做到中国式的成功，“威权主义政府”或者“举国体制”是必要

条件，进而忽视中国改革开放将近４０年来一再强调国情的做法及其意义。而

且这样的认识还 容 易 让 一 些 人 产 生 错 觉，错 误 地 认 为 中 国 是 反 民 主、反 自 由

的。比如，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在评论赵汀阳的“天下体

系”哲学构想时，就认为它是非民主的，因为它“赞同以精英为主 导 的、和 谐 的

政治秩序而不是喧嚣的大众政治”。②

也有学者从经济制度角度分析，指出中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通过投资，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发挥政府有

形之手的干预作用，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以加强对经济系统的控制。③ 来自业

界的声音支持了这种观点。在２０１３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国际上的一些企业家

和投资人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香港

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不应把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对 立 起 来 讨 论。香 港

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但由于没有强大的本地银行，政府在需要进行干预的

关键时刻就感到困难重重。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面对以国际金融大鳄

的攻击，由于中央政府 的 救 助 香 港 才 得 以 免 遭 劫 难。⑤ 即 便 索 罗 斯 自 己 也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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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７９页。
封禹丁：《博鳌论战：激辩“中国模式”》，《南方周末》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第２１版。
同上。
同上。



认，１９９７年自己之所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 机 中 得 手，主 要 是 因 为 这 些

国家和 经 济 体 的 经 济 制 度 太 过 自 由（而 出 现 制 度 漏 洞），从 而 给 他 以 可 乘

之机。①

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不可忽视。春秋

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指出，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的发展成就时，都将成功归因于

经济改革，而忽视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谈论中国模式、道

路或者经验时，重经济而轻视政治，甚至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

模式，实际上，中国进行了根本性政治改革。忽视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的

成就，“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 才 是 所 谓

的政治改革”。②

上述不同观点都仅 从 某 一特定角度观 察 了 中 国 崛 起。笔 者 认 为，中 国 之

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历史节点正确地把握住和平与 发 展 这

个时代主题。正 如 郑 永 年 教 授 指 出，大 国 崛 起 往 往 都 倡 导 了 一 种 时 代 精 神。

大英帝国倡导的是自由贸易，美国倡导的是自由和民主，③而正在崛起的中国

倡导的是和平与发展。在１９８２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和平与发展被确立为

时代的两大主题，从制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将围绕这个主 题 推 进。过 去 几 十

年中国的成功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和平发展包含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和 平，另 一 个 是 发 展，二 者 互 为 条 件

和目的。和平促进发展，发展反过来 又 促 进 和 平，形 成 良 性 互 动。此 外，在 中

国崛起的进程中，和平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国内和平，另一个是国际和平。

国内和平也可以称作国内稳定。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强

调维护稳定的重要性，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④ 维护稳定，就需要防止激进

的变革，确保国家发展有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国内和平重要，国际和平也重

要。一些人在研究中国崛起的原因时，往往只关注中国维护国内稳定，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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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营造和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所做的努力。诸如“战略机遇期”及“和 谐 世

界”等政治话语，无不体现了中国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视。

在和平发展的战略设计中，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之后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 确

立了方向。将经济发展置于中心地位，体现了以实事求是的 态 度 认 识 改 革 开

放伊始中国的现状，立足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理解国家发展的过程，选择了一条

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平发展的战略实施后，在中国社 会 释 放 出 巨 大 的

发展动力，中国由此走上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

（二）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反映了中国的和平观———经济发展是和平的前提条

件。这个和平观通过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援助和其他国际政治经济活动走出

国门，在国际上尤其是那些历经冲突尚在探索和平之路的国家传播了 一 个 称

作发展和平的规范。① 与自由和平以制度建设为优先不同的是，发展和平以经

济发展为优先。从中国国内实践经验来看，发展和平还有一个前提假定，即首

先要确保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和平局面。发 展 和 平 包 含 一

个开放式假设：在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

制度，只要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发展，都可以实现和平。

发展和平首先是通过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的外交遵循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政权更 替”“人 道 主 义 干 涉”等 国 际 干 涉 主 义 理 念 和 行

为。在开展对外援助时，中 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为援助设 置 苛 刻 的 政 治 条

件。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张海冰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结合中国对

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经验总结，将中国发展经验与非洲实践相结合，是“发 展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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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型”援助。① 清华大学教授庞珣认为，中国和广大南方国家一样，对非援助实

践的是一种基于平等互惠和不干涉内政的“水平模式”，与传统援助国实践 的

立足于“给予—接受”的不平等关系和干涉原则的“垂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②

清华大学副教授唐晓阳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出现将商业利益与无 偿 援 助

相结合的趋势，在国际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对外援助模式。③ 发展和平框架中的

援助有助于推动长期以来受到自由和平主导的国际援助机制的变革。一名非

洲裔联合国官员 指 出，现 在 的 非 洲 需 要 的 不 是 更 多 援 助，而 是 另 一 种 援 助 模

式，一种有助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援助模式。④

中国对外投资等经济活动也充分运用了国内的经 验，传 播 了 发 展 和 平 规

范。比如，中国利用在国内搞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非

洲国家搞工业园区；在进出口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政策 的 支 持

下，通过以服务换资源等方式，帮助安哥拉和东帝汶等国改 善 基 础 设 施，帮 助

这些国家走上和平之路。

维和建和行动东道国往往历经多年的国内冲突和 战 乱，急 需 在 外 部 力 量

的帮助下恢复并建设持久的和平。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自由 和 平 主 导 的 维 和

建和行动并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因中国崛起而在国际上传

播的发展和平为变革现有的维和建和机制带来机遇。发展 和 平 有 两 大 支 柱：

一个是坚守威斯特伐利亚规范，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另一个是以经济建设

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包括外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在维和建和行动东道国传播时，发展和平包含的不干涉理念为东道国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本土规范留下了生存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因 自 由

和平提倡激进的制度变革而带来的冲击。另外，发展和平对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重视，能够有效地弥补自由和平对这方面问题关注的不足。

当前，包括维和建和行动 在 内 的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正 经 历 重 大 转 型，这 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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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有利于发展和 平 在 维 和 建 和 中 发 挥 作 用。２０１５年，联 合 国 推 出 关 于 和

平行动和建设 和 平 架 构 的 两 份 专 家 小 组 报 告，以 及《２０３０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都强调经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性。当 前，刚 上 任 不 久 的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正 在 领 导 对 整 个 维 和 建 和 架 构 进 行

改革。尽管联合国面对的是 一 个 很 长 的 任 务 清 单，但 其 成 立７０多 年 来 的 实

践表明，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 才 是 联 合 国 的 核 心 事 务。《和 平 行 动 独 立 小 组

报告》提出了保持和平的理念，打 破 了 长 期 联 合 国 和 平 行 动 遵 循 的 从 冲 突 预

防到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 和 平 的 线 性 逻 辑，将 建 设 和 平 提 前 到 冲 突 预

防阶段并贯穿冲 突 管 理 的 全 过 程。要 做 到 这 一 点，就 需 要 改 进 现 有 的 维 和

建和工作，改变长期以来维和建 和 被 制 度 建 设 绑 架 的 状 况，从 局 限 于 国 家 建

设的狭义维和建和，回到有利于 政 治、经 济 和 社 会 全 面 发 展 的 广 义 维 和 建 和

轨道上来。

四、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两种方案比较

发展和平可以对维和建和产生影响，表明中国崛起 将 推 动 全 球 治 理 体 制

发生变革。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安，认为中国会破 坏 西 方 主 导 的 国 际 秩 序。有

人将中国说成是“无赖援助国”，认为来自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援助只会 让

世界 会 变 得 更 加 腐 败、混 乱 和 专 制。① 哈 佛 大 学 教 授 约 翰·伊 肯 伯 里（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指出，美国 和 西 方 可 以 接 受 一 个 崛 起 的 中 国 在 物 质 实 力 上 超 过 美

国，但决不能容忍非民主的中国推翻现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② 西 方

社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 为 一 些 人 立 足“西 方 中 心 主 义”的 世 界 观，

将源于西方文明实践和反映西 方 价 值 文 化 的 规 范 当 作 国 际 规 范 的 唯 一 合 法

来源。这就造成一 种 国 际 政 治 话 语 的 认 知 倾 向：像 中 国 这 样 曾 长 期 被 排 除

在西方主导国际社 会 之 外 的 国 家，回 归 并 融 入 国 际 社 会 的 过 程 就 是 接 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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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导的国际规范的过程。根 据 这 样 的 认 知 逻 辑，在 维 和 建 和 领 域，无 论 中

国在政治和物质 等 方 面 做 出 多 大 贡 献，都 只 能 扮 演 规 范 接 受 者 的 角 色。这

种观点还反映了一种的思路，即 认 为 当 西 方 规 范 与 非 西 方 方 案 相 遇，互 动 过

程都必定是冲突的，结果必 定 是 零 和 的。按 照 这 一 逻 辑，自 由 和 平 与 发 展 和

平将难以在维和建和中和 平 相 处。那 么，在 维 和 建 和 的 实 践 中，情 况 果 真 是

这样的吗？

如下表所示，自 由 和 平 与 发 展 和 平 的 确 是 两 个 存 在 重 大 差 异 的 和 平 规

范。自由和平生成 于 西 方 文 明 实 践 场 域，发 展 和 平 生 成 于 中 华 文 明 的 实 践

场域。就维和的核心任务而 言，自 由 和 平 重 视 制 度 建 设，发 展 和 平 重 视 经 济

发展。在价值观上，自由和平信 奉 一 元 主 义 价 值 观，倡 导 自 由 主 义 标 准 的 善

治，只认同自由主义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制 度；发 展 和 平 信 奉 多 元 主 义 价 值 观，倡

导有效治理，相信 每 个 国 家 都 可 以 根 据 自 身 国 情 选 择 政 治 和 经 济 制 度。自

由和平的主要传 播 者 是 美 国 和 西 欧，发 展 和 平 的 主 要 传 播 者 是 中 国。在 对

外援助上，自由和平往往为援助 设 置 苛 刻 的 政 治 条 件，要 求 受 援 国 按 照 自 由

民主的标准改革政治和经济制 度，受 援 国 处 于 低 人 一 等 的 地 位；发 展 和 平 不

为援助设置这样 的 条 件，受 援 国 和 援 助 国 是 平 等 的 伙 伴 关 系。自 由 和 平 提

倡发挥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 组 织 的 作 用，因 而 国 家 政 府 的 地 位 受 到 影 响，

往往难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发 展 和 平 提 倡 强 势 国 家 政 府，

主张国家政府在包 括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制 定、国 家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稳 定 就 业 等

方面中发挥积极 作 用。自 由 和 平 提 倡 激 进 式 变 革，要 求 受 援 国 对 政 治 和 经

济制度进行彻底 改 造；发 展 和 平 反 对 激 进 式 变 革，反 对 外 来 干 涉，主 张 各 国

根据自身国情决 定 国 家 社 会 转 型 的 步 调。就 规 范 传 播 策 略 而 言，自 由 和 平

有明确的传播议程，有很强的政 治 目 的，规 范 传 播 主 要 依 赖 强 制 和 报 偿 等 基

于后果性逻辑的激 励 机 制，行 为 特 征 是 传 播 者 居 高 临 下 地 传 授 或 者 说 是 强

加；发展和平则没有 明 确 的 传 播 议 程，也 没 有 政 治 目 的，规 范 传 播 主 要 依 赖

学习和模仿这样基 于 适 当 性 逻 辑 的 社 会 化 机 制，行 为 的 特 征 是 规 范 接 受 者

以平等的身份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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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比较

自由和平 发展和平

文明 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

维和建和的核心任务 制度建设 经济发展

价值观 一元主义 多元主义

治理模式 善治 有效治理

规范的主要传播者 美国和西欧 中国

援助的政治条件 有 没有

东道国地位 不平等的接受者 平等的伙伴

政府类型 弱势政府 强势政府

国家社会转型方式 激进式 渐进式

规范传播策略 传授与强加 学习与模仿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尽管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规范内涵上存在巨大 差 异，但 实 践 表 明 维 和

建和具有能够容纳两个和平规范的空间。维和建和行动东道国往往经历过冲

突或战乱，国家制度缺失或者不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亟 须 国 际 社 会 帮

助带来改变。如前文所述，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任务的自由和 平 没 能 有 效 关 照

到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和平可以弥补自由和平 的 不 足。笔 者 通 过

对比利比里亚和海地的案例研究发现，就维和建和效果而言，自由和平与发展

和平共存的利比里亚要比自由和平独大、发展和平在很大程度上缺失 的 海 地

好得多。①

联合国在东帝汶维和建和的成功也表明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可以建立起

共生关系。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间，联合国开始在东帝汶开展维和建和行动。在此

期间及之后几年，东帝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 总 体 平 稳，走 上 可

持续和平的道路。东帝汶之所以能够成为联合国将近７０年 的 维 和 建 和 史 上

少有的成功案例，最主要原因之一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互补性共生，在制

度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找到了平衡。

在制度建设上，东帝汶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和平，但并没有采用

自由和平倡导的激进的“对抗型民主”（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而是根据自

９２

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

① 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第１１６—１２０页。



身的国情，采用“共识型民主”（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也就是说，选举固然重

要，但选后的权力分配并非是赢者通吃，而是根据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组

成联合执政政府。① 共识型民主有利于避免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生国家出现

难以承受的内耗，确保可以将有限资源用于建设持久和平。东 帝 汶 长 期 反 抗

殖民和印度尼西亚（印尼）占领的运动孕育了一批精英，共识型民主尽管与 自

由和平所倡导的对抗型民主的精神格格不入，但有利于团结这些能够 以 国 家

民族利益为重的精英，让他们利用本土的传统和文化凝聚民心和治国理政。②

本土精英的团结还确保能够建立起强势的中央政府，进而从现实需要 出 发 主

导自己国家的和平进程。比如，东帝汶建国后，国际上一直要求按照民主与人

权的精神通过国际刑事法庭，清算１９９９年印尼支持的力量针对东帝汶人民的

暴行。但东帝汶与印尼一起建立“真相与友谊委员会”，很快解决 了 这 个 横 亘

在两国之间的难题。尽管东帝汶政府过分宽容的行为被国际上一些人认为是

不符合国际规范的精神，但这个方法对建立最初的和平起到巨大作用。③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东帝汶的实践体 现 了 发 展 和 平 的 精 神。共 识 型 民

主奠定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与印尼的和解又确保了稳定 的 外 部

环境。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增 强 投 资 回 报 的 确 定 性，所 以，

可以看到国际投资源源不断流入东帝汶。④ 东帝汶在强势国家政府领导下，制

定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切实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发展的政策。

比如，东帝汶政府制 定 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３五 年 发 展 计 划 强 调 四 项 优 先 事 项：基 础

设施、生产相关领域、社会服务和国家治理，⑤充分体现了重视发展问题的决心

和能力。在强势国家政府的主导下，东帝汶有效地开发了帝 汶 海 沟 的 油 气 资

源，并将获得资金有用于国家发展。比如，学习挪 威 的 经 验，依 赖 油 气 资 源 成

立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从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财政自主。有 了 可 以 独

立支配的资金，东帝汶政府较好地解决涉及前武装人员的解除武装、复原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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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笔者在北京对东帝汶驻北京大使馆官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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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社会的问题，促进了社会稳定。不难发现，东帝汶的和平是制度建设与经济

和社会发展齐头并进的结果，体现了在建设可持续和平这项紧迫任务面前，自

由和平与发展和平是可以做到互补性共生的。

结　　论

大国崛起绝不仅仅是物质实力上的崛起，而且还是 在 文 化 和 制 度 上 的 崛

起。作为联合国的核心会员国 和支持维和建和的中坚力量，中 国 对 维 和 建 和

的贡献绝不可能局限于政治和物质层面，还必然包括提供具有中国特 色 的 维

和建和方案。生成于中国崛起成功实践经验的发展和平就是维和建和中的中

国方案，崛起的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范的学习者和接受者，还已经成长为创

造者和贡献者。

王逸舟教授指出，后冷战时代西方霸权的实质是制度霸权，是一种以制度

规范和国际 规 则 为 约 束 建 立 起 来 的、在 内 部 存 在 明 显 等 级 和 层 次 的 西 方 霸

权。① 在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制度体系内，存在着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中心

规范体系，以及由非西方规范构成边缘规范体系。自由和平 处 于 中 心 规 范 体

系，是主导规范；发展和平处于边缘规范体系，是新兴规范。② 中国崛起必将推

动边缘地带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全球治理国际规范，从而对国际制度体 系 产 生

影响。当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维和建和的实践场景中相 遇 时，可 以 做 到 互

补性共生，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做出贡献。这也说明，中国崛起有助于推动长

期以来受到西方文明实践经验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变革。

发展和平并不是替代自由和平的和平方案，而仅仅 是 为 陷 入 困 境 的 联 合

国维和建和提供一种参考方案。中国的和平崛起发生在现有的国际制度秩序

之中。发展和平并不反对自由和平所承载的自由与民主精 神，反 对 的 仅 仅 是

那种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终结论”式的排他性制度霸权。从发展和平角

度看，政治和经济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根据国情选择制度

的权利。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霸权并不会 很 快 消 失。在 此 情 势 下，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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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４８页。
何银：《规范竞争：谁的规范重要？：一个被忽视的研究议程》，载秦亚青编：《国际 政 治 与 全 球 治 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０—２４０页。



和平将继续在维和建和中起到主导规范的作用，而发展和平只能起到 补 充 和

辅助作用。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安全治理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如 何 推 动 发 展 和

平在维和建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相关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２０１５年建设和平架构问题专家顾问小组报告》及《２０３０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都

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和平之间的重要关系，①为推动维和建和更加重视发展

问题带来契机。２０１５年，中国承诺设立为期１０年、总额１０亿美元的中国—联

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如何利用这个基金作为平台促进在维和建和中给予发

展问题切实的关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维和建和场景中相遇，还涉 及 一 个 长 期 以 来 被 国

际关系理论界忽视的研究议程：规范竞争。② 正如秦亚青教授指出，有关冲突

和竞争存在两种认识方法：一种是立足西方分立归类法的冲突辩证法，另一种

是立足关系与过程的中庸辩证法。③ 前 者将冲突当作主导叙事，“坚持在一个

不确定的多元世界中寻求一种自我预设的唯一性和确定性，”④认为冲突的结

果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后者将和谐作为主导叙事，相信看似矛盾的两个事

物之间互动的过程并非总是冲突，结果不一定总是零和，而是可能出现一个相

互包容的新合体。⑤ 中庸辩证法启发了一个问题：当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在维

和建和场景中相遇，在 具有互补特性的互动中是否可以生成一个全新 的 和 平

规范？这也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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