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际政治研究 》
（
双月 刊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６ 期

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变迀 ：

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贾 烈英

内 容提 要 当 前 的 世 界秩 序 是 第 二 次世 界 大 战 的 产 物 ， 它 是 历

史 上人 类 秩序 的 传 承 ，
同 祥包 含 了 权 力 结 构 、 制 度创 新 和 国 际 规 范 ，

联合 国 是这 三 要 素 的 结合 。 第 二 次 世界大 战 后 的 世界秩序 一 直 处于

变迁 中 ，其最 鲜 明 的特色 就 是从 权力 政 治 走 向 权利 政 治 ， 联 合 国 是这

一历 程 的 活 动平 台 、 成 果体现 ， 同 时 也 是这 一

变 迁 的 重 要推动 者 。 世

界秩序 的 深 层 结 构终 究 还是规 范 的 结 构 ， 《 联合 国 宪 章 》 是推 动 世界

秩序 外化 和 进化 的 动 力 源 。

关键词 世 界政 治 联合 国 世界秩 序 权 力 与 权利

近年来 ，
因为大 国权力分配的急剧变革及大 国关系 的剧烈动荡 ，关于世界

秩序 的研究又成为学术界 的 热 门话题。 其研究 角 度可谓 多元 ， 有从历史分析

的 ，有从均势角度着手 的 ，有 从法律制 度背景 出 发 的 ， 更多 的则 是从反法西斯

战争与抗 日 战争结束 ７０ 周 年开 展 的 纪念性活 动 ，或 针对 当前严峻 的 中 曰 关

系 、复杂的 中美关系提 出 的策论 。 关于世界 秩序的 含义 ， 国 内外学者 因 出 发点

不 同 ，
理解和表述也相去甚远 。 本文所取 的 角 度是 国际制度 ，具体而言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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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 政治 走向 权利 政治

国与世界秩序变迁的关系 ，
通过梳理代表性学者关于世界秩序 的 内涵 ，

从政治

哲学和历史 的发展 中分析联合 国对世界秩序变迁的影 响 。 任何对 于联合 国 的

评价 ，离不开对其定位和所处时空背景的正确判断 。 ２０ １５ 年是联 合 国成立 ７０

周年 ，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 发表 了 纪念活动致辞 ，
纪念 的 主题是——

“

联合 国

强大 ，世界更美好
”

。 他历数联合 国 的成绩 ，如联合国有着 引 以 为傲的记录值

得 回顾 ，它与众多伙伴开展协作 ，致力消 除殖 民主义 ，
防治致命疾病 ， 战胜种族

隔离 ，推进国 际法 ， 在动乱地 区维持 和平 ，并确 立 了
一

套条约 体 系 以保 障每个

人与生俱来的 自 由 、平等和尊严 ；他还提到 ７０ 年来 出 现 的挫折 ，
即这个世界仍

未实 现创始者们 当初设想 的那种持久和平与稳定 。
？ 潘基文的评价是客观的 ，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 同意他 的 观点 ，真实的 情况也远 比他说 的要复杂 。 那么 ， 如

果说这激荡 的 ７０ 年有
一

条人类历史进化 的主线 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呢 ？ 笔者

认为 ，它就是世界政治正在从权力政治走 向权利政治 ，
联合 国正是这一趋 势 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 。 联合 国既是世界秩序变迁 的产物 ，
又是新 的世界秩序 的体

现者和建构者 ，它本身承载着权力 、合法性和大 国合作 ，又追求 着 自 己 的 权利 ，

努力完成宪章赋予的使命 ， 孵化出大量 的权利 主体 ，
以 自 己 的方式 引导和塑造

着 国 家 、非政府组织 、个人 的全方位的互动 ，改变着 国 家与个人 的观念 ， 在全球

治理的路上越走 越远 。

本文将按照权利 主体的领域 ，浅 析联合 国 对人类和平 、 发展 与人 权 的贡

献 ，联合 国与世界秩序及其变迁 的关系 ，
并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进行展望 。

一

、 世界秩序的含义及模式

世界秩序是
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概念 ，也是国 际关系 的筋骨所在 ，

国 内外

不乏大家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 秩序 的原 意是指有 条理 、不混乱 的情况 ，是
“

无

序
”

的相对面 。 按照 《辞海 》 的解释 ，

“

秩 ， 常也 ；秩序 ，
常度也 ， 指人或事物所在

的位置 ， 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
”

。
？—般而言 ， 秩序可以分为 自 然秩序和社会秩

序 。 自 然秩序 由 自 然规律所支配 ， 如 日 出 日 落 、月 亏 月 盈等 ；
社会秩序 由 社会

规则所构建和维系 ，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 中形成 的 相对稳定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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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结构和状态 。 由 于世界观 的 差异 ，
人们对世界秩序 的 回答 （ 是什么或 者

应该是什么 ）截然不同 。 那么 ，人们 的定义之间有没有最低限度 的共识呢 ？ 我

国老一辈 国际关系 学者张之毅认为 ， 世界秩 序或 国际秩序或称 国 家体系是
一

个历史范畴 ，是指整个国际社会或某些 国家集团在一定 的历史时期 内 ，处理 国

与 国之 间政治和 经济关 系 的指导 原则 或基本 目 标和手段， 美 国 学者斯坦

利 ？ 霍夫曼认为 ，世界秩序有三个不可分割的要 素 ： （
１

） 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

系处于和睦状态的
一

种理想化 的模式 ； （
２

） 世界秩序是 国家 间 友好共处的重

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 ， 它能 提供禁止暴力 、防 止动乱 的有效手段
； （

３
） 世界

秩序 是 指 合理解决争端和 冲 突 ，
开 展 国 际 合作 以 求 共 同 发展 的 一 种 有 序

状态 。
？

１ ９６ ５ 年 ，世界各 国学者汇聚意大利 ，专 门讨论世界秩序问 题 。 会议 由法 国

国际关系学者雷蒙 ？ 阿隆主持 ，他总结学术界 已有 的研究成 果 ，提 出 了 五种候

选的
“

秩序
”

定义供大家讨论和选择 ： （
１

） 世界秩序是任何现实 的有规则 的安

排
；
（
２

） 世界秩序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有序关 系 ； （
３

） 世界秩序是人类生存的最

低条件 ； （
４

） 世界秩序是人类社会共存的最低条件 ； （
５

） 世界秩序 是人类舒适

生活的必要条件 。 经过多天 的激烈讨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 于将世界秩序界定

为
“

国际社会成员 国相互和平共存 的最低条件

基辛格则认为 ，从来不存在
一个真正全球性 的

“

世界秩序
”

， 当 今时代的所

谓秩序源于近 ４００ 年前在德 国 的 威斯特伐利亚召 开 的
一

次会议 Ｄ
？ 英 国学派

的代表赫德利 ？ 布尔宣称 ，

“

我所说的世界 秩序 ， 指的 是人类活动 的格 局和 布

局
，它追求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 的 目标

”

，

“

世界秩序概念 比 国 际秩

序概念的含义更广 ，这是 因为当我们考察世界秩序 的 时候 ，所要关注的对象不

仅包括 国家 间 的秩序 ，
而且还包括 了 国家 内 部 的 国 内秩序 以及涵盖 了 国 家体

系的世界政治体 系 中 的秩序
”

。
？ 本文赞 同布尔对世界秩序所 下 的定 义 ，但在

① 张之毅 ： 《世 界秩序机制转换的历史分析 》 ， 载陈鲁直 、李铁城主编
： 《联合 国与世界秩序 》 ， 北京语言

学院出 版社 １ ９９３ 年版
，
第 ２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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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 中对世界秩序和 国际秩序 不再进行严格 区分 ，
也就是说两个概念都等 同

于布尔版 的世界秩序的定义 。

关于世界秩序的模式 ， 学者们也有着广泛 的讨论 。 美 国宾夕 法尼亚州立

大学教授罗伯特 ？ 哈克维认为 ，在当今西方学术界至少存在七 种关于世界新

秩序 的模式或范式 ： （
１

） 基辛格等人的
“

多极均势
”

模式
； （

２
） 吉 尔平的

“

单极

霸权
”

模式 ； （
３

）
亨廷顿的

“

文 明 冲突
”

模式 ； （
４

） 地缘经济学的三大经济集团

模式 ； （
５ ） 巴尼特

？

卡瓦纳夫的
“

地球村模式
”

； （
６

） 辛格和韦达夫斯基的
“

和

平 区
”

与
“

动乱区
”

并存模式 ；
（
７

） 新 的两极模式即 中俄对美欧或全亚洲 国家对

美 欧俄联盟模式 。

？ 很显然 ，
这里缺失 了 新马克思 主义流派模式 ，

比如 沃勒斯

坦的世界体系模式 ，或者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模式 ，更没有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的

视角 ， 伊斯兰的世界观和 中 国 的天下模式 。 中 国学者赵汀 阳感叹道 ，世界性 问

题只能在世界语境 中 以世界标准而不能在本地语境 中按照 国 家标准去分析和

衡量 。
？ 但在实践中 ，没有人能脱离地域文化的 网络而观照世界性 问题 ，

天下

理论也难逃逻辑的悖论 。

与罗伯特 ？ 哈克维相 比 ，秦亚青对世界秩序模式的概括要简约得多 。 他

认为 ， 当今的 国际秩序观基本集 中在两个维度上 ：

一

是 国 际体系 中 的势力结构

决定 国 际秩序 ；
二是 国际社会中 的规则 、制度规范和认同维持着 国 际秩序 。 根

据两者 的侧重点不 同 ，可 以将前者称为国 际体系秩序观 ，
后者称为 国 际社会秩

序观 。 具体来说 ， 国际体系秩序观包括霸权秩序观 、均势秩序观 ； 国 际社会秩

序观包括法制秩序观和文化秩序观 。

法制秩序观的基本假定是世界诸国 之所 以 能够在
一个星球上共生 ， 是 因

为存在一个国 际社会 ，社会不仅需要权力 的支撑 ，
也需要法律 、制 度 、规则等 因

素规范社会成员 的行为 。 因此 ，法制秩序观强调 的是权利的概念 ，
通过具有法

律性质的 国 际制度可 以起到促进合作 ，减少冲突 的作用 ，
结果是维护 了 国 际社

会的秩序和稳定 。

？ 权利 的视角 和 联合国基础上的 秩序 观正是本文的立场

所在 。

① 潘忠岐 ： 《世界秩序理念地历史发展及其在当代的解析 》 ，
第 〗 ４ 页 。

② 赵汀阳 ：
《 天下 体系 ：世界制度 哲学导论 》 ，

南京 ： 江苏教育 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２６ 页 。

③ 秦亚 青 ： 《全球 视野 中 的国际秩序 》 ， 载秦亚 青主 编 ： 《 中 国学 者看世界 ： 国 际秩序卷 》 ，
北京 ： 新世界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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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联合国 的基础 ：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结合

权力和权利是政治 学的两个核心概念 。 权力指 政治 上 的强制 力量 ，
权利

则更多地强调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 的利益 。 在政治领域 ， 总是权力 与权利

并存 ，权力与权利 相互作用 。 因此 ， 政治学的研究始终 不 能脱离这两个基本

内容 。
？

要评述联合国 的作用 ，先要 回答联合国是什么 ，然后再和相 同行为体进行

比较 。 国 内外对于联合 国截然不 同 的看法 ，实 际上都源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

首先 ，联合 国是一个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基础上 的国 际组织 ，是过去 国

际组织 的继承者 。 人类关于 国 际组织 的思想起源很早 ，

１ ７ 世纪的法 国思 想家

克略西建议 ，选择一个中立 的 、地处中心 的城市作为
“

国 家大会
”

的首脑机关所

在地
，
所有欧洲 国家都可 以派驻代表 。 当 国家之间 出 现分歧 的时候 ，各 国 代表

可以 集中 起来听取争端国 家代表的 申 辩 ，然后做出 裁决 。
？

人类为 了构建和平 的制度 性试验有很多 ，
比较重要 的例子有欧洲协调 、 国

际联盟和联合国 ，
这三个制度都是大战 的产物 Ｄ

？ 从制度 的有 效性来看 ，
国 际

联盟 比较失败 ， 欧洲协调 和联合 国 比较成功 。 原因 有很多 ，其中
一

个重要因 素

是权力基础不 同 。 欧洲协调包括了欧洲的 五大 国 ， 反 映了 当 时的 多极均势体

系 ，
可谓是大国俱乐部 ，有坚实的权力基础 ；

国 际联盟则 是英法 居于 主导地位 ，

虽然唱 的调子很高 ，但许多大 国没有加入 ， 或者没有
一

直在里面 ， 因 此没有 反

映 当时 的多极不均衡体系 ， 挑 战国 很多 ， 虽然其会员 国最 多 时曾 达到 ５ ７ 个国

家 ，
但一直是以 欧洲为 中 心 ，普遍性和权威性都不足 ，再加上 国 际联盟本身机

制设计的先天缺陷 ，
注定难逃失败 的命运 。 联合 国在 创建的过程 中 ，吸取了 历

史 的经验教训 ，秉承 自 由 主义 的理念 ，辅之 以现实主 义的设计 ，从而使新生的

国 际组织建立在权力政治 和权利政治 的双重基础之上 。 联合 国创建 中 的历次

会议及 《联合国宪章 》对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

联合国是权力 政治 的产物 。 没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权力斗 争 ，
没有 同 盟

① 秦亚青 ： 《从权 力政治走 向权利政治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第 １ 贡 。

②
〔
挪威

〕
托布约尔 ？ 克努成 ： 《 国 际关 系理 论史导 论 》 ， 余万 里 、何 宗强译 ， 天津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
，第 ９９ 页 。

③ 贾烈英 ： 《构建和平 ：从 欧洲协调到联合 国 》 ，
北京 ： 时事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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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 与世界秩序 变 迁
：
从权力 政 治 走向 权利 政 治

国 的胜利 ，联合 国 的建立是不可能 的 。 联合 国 的 四个发起 国 中 国 、美 国 、 英 国 、

苏联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 出 最大贡献的 国 家 ， 创始会员 国都是反法西斯阵

营 的 国家 。 在苏联 的压力 下 ， 甚至 白俄 罗斯和乌 克 兰也成为创始会员 国 。 负

责 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 ，
更是体现 了权力政治基础上的大 国

一

致原则 。 中 国 、美 国 、 英国 、法国 、苏联五 国是常任理事 国 ，并对安理会的决议

草案拥有否决权 。 美国 没有坚持巴西成为常任理事 国 。 大 国
一

致原则 成为联

合 国发挥作用的基石 。 尽管在现实世界 中 ，大 国 之间 常常不
一

致 ，但这总 比大

国退出 或者不参加对联合 国 造成的伤 害小 。 即 使在冷战时期 ， 世界处于分裂

状态 ，
联合 国依然对和平与 发展做出 了大量的贡献 ，

一个没有联合 国 的世界将

注定更加灰暗 。

其次 ，
联合 国致力 于促进国 家和个人的各种权利 ，

这得到 了主权国家和各

种 团体的大力支持 。 《联合 国宪章 》 的 四大宗 旨表现 了权利政治的宏大追求 。

这 四大宗 旨分别是 ： 第
一

，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 ；
第二 ，发展 国 际 间 以 尊重人民

平等权利及 自 觉原则为 基础 的 友好关系 ；
第三 ， 促成 国 际合作 ，

以解决国 际间

属于经济 、社会 、文化和人类福利性质之 国 际问题 ，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

之人权及基本 自 由之尊重 。 第 四 ，构成
一

协调各 国行动 的 中 心 ， 以达成上述共

同 目 的 。
？

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 是不可分割 的两方 面 ， 国 际关系理论家卡 尔对此说

得很清楚 ，

“

无视权力 因素是乌 托邦意识 。 但是 ， 如 果无视世界秩序 中 的道德

因 素 ， 则是
一

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 想 。 在 国家之 内
，
每个政府都需要权力支

撑 自 己 的权威 ，
但它 同样需要被统治者 的许可作为 自 己 的道德基础 。 国 际秩

序也是如此 ，
它不能仅仅建立在权力 的基础 上 。 原 因很简单 ：从长远看 ，人类 ．

总要反抗赤裸裸的权势 。 任何国 际秩序的先决条件都是高度的普遍认可
”

。
？

联合 国具有权力政治 和权利政治 的双重基础 ，
这既是它有效性 的来源 ，

也

是它处于紧张甚至 困境 的深层原 因 。 联合国将继续走在双重政治的路上 。 对

于联合 国的错误评价 ，
也来源 于对权力 政治 和权利政治 的混淆 。 有学者形象

地把联合国 比喻为镜子 、仆人 ，它没有 自 己 的人 口 、土地和 军队 ， 它能调度的资

源都是主权国 家让渡 给它 的 。 因此 ，
凡是用 假想 的世界政府 的标准来评价联

① 李铁城 ： 《走近联合 国 》 ， 北京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２２ 页 。

② ［英 〕爱 德华 ？ 卡尔 《二十年危机 （
１ ９ １ ９

一

 １９３ ９
） 国际关 系研 究导论 》 ，

秦亚青译 ， 北京 ： 世界 知识 出版

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２ １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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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国 ， 或者用未能实现的高 度理想 主义 的预期来斥责联合 国 的做法都是不合

适 的 。
？

三 、 联合国催生国际体系的权 主体

联合国是只有主权 国家才能加人的 国际组织 。 如果
一

个新成立 的国家加

人了联合国 ，
也就意昧着获得了 国际承认 ，成了 国际体系 的权利主体 。 １ ９４５ 年

联合国成立时 ，只有 ５ １ 个创始会员 国 ，在后来的时 间里 ，
不断吸纳新 的会员 国

参加 。 新会员 国 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的 中立 国 、战败 国 ，更多 的则是联合 国

推动殖民体系瓦解后新独立的 ８０ 多个国家 。 到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 联合国会员 国升

至 １ ９３ 个 。
？ 这当 中有三次人会高潮 ，

分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 期 、 ６０ 年代初

期和 ９０ 年代初期 。 这个过程并不是
一

帆风顺的 ， 充满 了权力 和权利 的较量
，

美苏为此在安理会里展开否决票大赛 ，给联合 国 的正常运转制造了很多障碍 ，

出 现了 所谓的
“

接纳会员 国僵局
”

。 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 国 的权利问

题
，
在长达 ２６ 年的时 间里得不到解决 ，严重损 害了 联合 国 的声誉和代表性 ，直

到 １９ ７ 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联大才通过 ２７ ５８ 号决议 ， 这是联合 国 推动权利 政治 的

里程碑式的事件 。 联合 国第 ２７ ５ ８ 号决议认为 ，恢复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的合法权

利对于维护 《联合国宪章 》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 的事业是必不可

少的 。
？

联合国不仅促进权利 主体数 目 的增 加 ， 还致力 于权利 主体权利 的 增加 ，这

体现在联合国 倡导的七大原则 的实现上 。 这七大原则 既是主权 国家的权利 ，

也是其义务 ： 第
一

，各会员 国主权平等 ；
第二

，
应一秉善意履行宪章之义务 ；第

三
，
以和平方法解决 国 际争端 ；第 四 ，在 国 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不得

侵害别国 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第五 ，对于联合 国依宪章采取之行动尽力予

以协助 ；第六 ，联合国为维持 国 际和平及安全应保证非会员 国 遵循上述原则 ；

第七 ，联合国 不得干涉任何国 家的 内政 。
？ 这些原则 ，强 调 了 从法理上 国家的

① 〔英 〕亚当
■

罗伯茨 等 ： 《全球治理 ： 分裂世界中 的联合国 》
，
吴 志成等译 ，北京 ： 中央 编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 ６ 页 。

② 将来 国 家数 目 是否还会大幅度增加 ？ 这 意味着 什么 ？ 是 否国 家越 多
，
联合 国越有 普遍性 ？ 这些 都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③ 李铁城 ： 《走近联合 国 》 ，第 ３４０
—

３ ４７ 页 。

④ 同 上书 ，
第 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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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是
一

样的 ， 大国 与 中小 国家之间 ，会员 国与非会员 国之间 ， 在和平与安全

方面都享有上述同样 的权利 ，联合 国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 内政 ，
更是为捍卫 国

家 的主权权利提供了 国 际法的依据 。

四 、 联合国促进权利的扩散与扩张

联合国不但催生 国家权利主体 ，还催生 了大量 的非 国家权利主体 。

１
． 权利主体的扩散 。 当 今世界 ，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加速 ， 世界上 的行为

体逐渐增多 ，联合国致力 于各种群体权利 的实现和改善 ，
包括环境 （ 动植物及

星球以外的物种 ） 、人类 、 国家 （ 包括战胜 国 、 战败 国 和中 立 国 ） 、 民族 、种族 、阶

级 、弱势人群 （ 妇女 、 土 著 、儿童、 老人 、残疾人 、艾 滋 病患 者 、 吸毒者 、 囚犯 、 战

俘 、难民 、个人 ）等我们能想 到 的类别 ， 甚至 包括 了 将来 出 生 的人 ， 重视代际 权

利 的平等 。 国际组织一词远远不 能涵盖联合 国 的使命与 贡献 ， 当前有 四 万多

个 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融入联合 国 体系争取 自 己 的发言 权 ， 联合国 也借助非

政府组织去实现其在各个领域 的 目标 。

联合 国系统大多数机构都与非政府组织做了 咨询 安排或非正 式联 系 。 近

年来 ，非政府组织 已经不限于一般支持联合 国开展 的行动 、传播有关联 合 国 的

信息知识 、 向联合国提供咨询意见等传统的参与方式 ，还不断突 破原有规定和

限制 。 它们 不但成功地取得 了参加
一些重大 国 际会议的权利 ，

而且还争得 了

参与会议筹备工作 ，甚至最后文件及决议的起草权利 ，从而使其有可能直接影

响联合国对重大国 际 问题的决策 。 非 政府组织 中 有各方面 的人才和专家 ，活

动能量很大 ，
在联合 国倡 导 和采用 的许多新思想 、新概念和新举措 中

，
特别 是

在保护环境 、坚持可持续发展 、促进人权保护 、减灾和 防止疾病等领域 ，
不少首

先 出 自非政府组织 ， 有 的 则是在非 政府组 织 的大力宣传 和推动下为 国 际社会

所普遍接受 。 例如 ，非政府组织在 促成 《禁止杀 伤人员地雷公约 》 生效和推动

拟订罗马规约与成立 国 际刑事法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已 为世人公认 Ｄ
？

当然在这些行为体中 ，
国家依然是 最为 重要 的行为体 。 跨 国公司虽 然 富

可敌 国 ，但它永远不 能替代主权国 家 的作 用 。

２
． 维 护政治安全权利 。 联合国

一直为维护 主权 国 家的和平 、安全与平等

① 李铁城 ： 《 走近联合 国 》 ， 第 １ 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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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 ，
这一条在 《联合 国 宪章 》第

一

章
“

宗旨 及原则
”

第一条中 居于首位 ； 《联

合 国宪章 》第七章
“

对于和平之威胁 、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
”

则是

整个宪章的 核心 。

主权国家的权利最早 只 限于西方大 国 ， 后来逐渐扩 大到 欧洲 国 家 、美洲 、

大洋洲等 白人 国家 ，
最后才扩大到它们 的殖 民地 即 有 色人种 的 国 家 。 在 这一

过程 中 ，联合 国 的工作屡有 创新 ， 如预防性外交 、维持和平行动 （ 第
一

代 、第二

代 ） 、真正 的集体安全行动 、军控 、裁军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防止外

空军备竞赛和禁止地雷等 。 秘 书长也屡 屡发 挥 自 己 的政治 主动性 ， 防止大 国

间的核战争 ， 结束地区性战争 ，引 导 国际安全观的改变 ，创新维和原则 ， 哈马舍

尔德甚至为调停刚果事件付出 了生命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联合 国共从事

维 和行动 ６９ 个 ， 目 前还在进行的 １６ 个 ，
参加 １ ６ 个维和行动 的总人数为 １ ２３５ ６０

人 ，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核定 财政预算大约 为 ８４ ． ７ 亿美元。

在维和行动中死亡的总人数为 １５ ６４ 人 。

？

联合国也屡屡试图 以各种方式阻止大 国对 小 国 的侵略 ，
虽 然不

一

定都成

功 ，但其发挥 的道义作用不容低估 。 大 国侵略过后 ，其在联合 国 的舞台上 的 国

际形象和国 家软实力都受损害 ，
可以说其政治权力和权利都受到了 削减 。

７ ０ 年来 ，联合 国 及其专 门 机构 、相关组织 、基 金 、 方案 和 工作人 员 共 １ １

次获颁诺贝 尔 和平奖 ，这是 国际社会对联合 国 在维持 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做

工作 的最大肯 定 。 可 以说 ， 联合 国筹建时 ，
罗斯福 和 斯大林设想 的 维持 ５０

年和平的最低 目标 已 经实 现 了 ， 随着联合 国 体系 的进化 ， 再维持 ５ ０ 年 的 和

平也是大有 希望的 。 当 然 ， 大 国 也存在权利 问题 ， 美 国不会因 为权力 巨 大 ，

其权利就会 自 然得到 保证 ， 九
一 一

事件 凸 显 的非传统安全 问 题是 国 际 关 系

的
一

个转折点 。 抛 开道 义 不 言
， 它 表 明 弱 者也可 以 极 端形 式 给 强 者致命

一

击 。

３ ． 推进经济社会权利 。 此项工作是联合 国 四 大宗 旨之
一

，保 罗 ？ 肯 尼迪

称这些为
“

联合 国 任务温柔的
一面

”

。
？７０ 年来 ，联合 国 系 统与经济社会事务

相关的机构迅速增 加 ，联合 国 不 断引 领 国 际社会的新议程 ， 如经济 的绝对增

长 、可持续发展 、 国际经济新秩序 、环境 、南北 对话 、南南合作 、援助 、减贫 、药物

①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ｕｎ ．ｏ ｒｇ／ ｚｈ／ ｐｅ

ａ ｃｅ ｋｅ ｅｐ ｉｎｇ／
ｒｅｓｏ ｕｒｃｅ ｓ／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ｆａ 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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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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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

②
〔
英 〕保罗 ？ 肯尼迪 ： 《联合国过 去与未来 ： 联合 国与建立世界政府 的构想》

，
卿 劼译 ， 海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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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 预防犯罪 、防止艾滋病 、维护弱势 群体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 。 尤其是

２００ ０ 年联合 国发 表 了 《千年宣言 》 ，并为 落实 千年 发 展 目 标进行 了不懈的努

力
，
今天

，

２０ １ ５ 后发展议程又摆在了 联合 国 的面前 。

作为秘书处负责联合国 发展支柱 的实体负 责部 门 ， 联合 国 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从事
一

系列关系 到人们 生活和生计的各个领域事 务 。 它 的工作根据联合

国发展议程展开 ，该议程 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 、 团 结 、宽容 ， 尊重 自 然和共同 责

任 。 此外 ，联合 国发展议程具有独 特 的 、普遍 的 合法性 ， 其重点 是让所有人能

公平参与 。

联合 国的愿景是人类进步能 超越全球协议 的指标 ， 根本而 言就是行动 。

经社部与政府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 ，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 ；致力于解决世界上

最紧迫 的 问题 ，并采取必要的步骤 ，
以帮 助创造

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个包

容 、繁荣和可持续 的世界 。
？

４ ． 完善法律权利 。 国 际法 的发展 与编纂是权利 的重要来源 ， 没有 国 际法

治 的实现 ，
各种行为体的权利将没有根据 ，

联合 国 的三大 目 标——和平与安

全 、人权和发展将飘在空 中 。

《联合 国宪章 》制定 了很 多国 际法 的新原则 ，它是
一项对全球一切 国 家产

生普遍影 响的最大公约 ， 是现代 国 际法最重要 的渊源 。 它 所规定 的各项基本

原则 ，被认为具有国 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 抑 的强行法性质 。
？ 联大

决议 、国 际法委员会的编纂 、联合国 专门机构的规范 、 国 际法 院 、 国 际刑事法院

及各特设法庭的判例 ，
都是权利 的宣言 、普及和伸张 。

７ ０ 年来 ，联合 国制定 了 包括 ５ ００ 多部对于 批准过具有 法律约 束 力 的
一

整套公约 、条约 和标准在 内 的 国 际 法 ， 其 内容涉及 国家 间共同关注 的 问题 。

在许多领域 ，联合 国 的法律工作都是创举 。 联合 国 率先处理那 些 逐步具有

国际性的 问题 。 例如 ， 它为管理海洋 的使用 、保护环境 、管理移 徙劳工 、遏 止

贩毒 和打击恐怖主义制定 了 法律框架 。 联合国 还 向 涉及大 范 围 问题的 国 际

法 ， 如国 际 人权 法 、 国 际人 道 主 义法 及 国 际 环境 法 等 ， 更集 中 地 投 人 了

精力 。
？

５ ． 权利的 冲 突 。 上文从正面 角 度总结 了 联合 国在促进权利主体的增加 、

①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ｕｎ ．

ｏ ｒｇ／ｚｈ／ｄｅ 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ｄｅ ｓａ／ｗ ｈａ ｔ
－

ｗｅ
－

ｄｏ．
ｈ ｔｍ ｌ ，２０ １５

－

０４
－

１ ８ ．

② 梁西 ： 《梁 著国 际组织法 》 ，
武汉大学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第 ２２５ 页 。

③ 李 铁城
：
《走近联合 国》 ，

第 ２６５
—

２６６ 页 。

１ ２７



《 国 际政 治研 究 》 ２０ １５ 年 第 ６ 期

权利 的扩散与扩张方面 的 贡献 ，但实际上 ，
权力 和权利发端于 同

一

个东西 ， 就

是利益 。 权力 与权利 、权利 与权利无时不处于紧张之 中 。 没有权力 ，很难有权

利
；
反之没有权利 ，权力也难保有

；
权力 不受制 约 ，将侵害权利 ，

而权利诉求过

度 ，将使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 ，权利也将不能实现 ，尤其 当权利发生 冲突时 ，何

种权利优先 ，
更需要权力 的 裁决 。 权力 和权利都是相对性 、关系性的概念 ， 其

涉及 的方面都是世界政治 的主体 ，而不是客体 。

当前世界 ，
权利 冲突的例子 比比 皆是 。 同种权利 间 可能发 生冲突 ，

比如 国

家 间 的领土争端 、宗教信仰 自 由争端 ；
不 同权利 间 的 冲突更为普遍 ，

比 如知识

产权与健康权 、 民族 自 决权与 国 家领土 主权 、 自 由 贸易与 环境保护等 。
？ 这 些

权利之 间 的冲突在现实世界 中混 杂在
一

起 ，增加 了解决 的难度 。 大量的种族

冲突 、民族冲突 、宗教冲突 、阶级冲突 、性别冲突 、南 北冲突 旷 日 持久 ，导致纷争

不断 。 尤其是主权与人权 的 冲突 ， 在 当前成为权利 冲 突 的突 出 表现 。 关于 这

一点 ，吉林大学何志鹏教授分析到 ，在政治 、 经济 、文化 资源有 限 的情况 下 ， 人

权和主权都不能任意发展 。 归根到底 ，人权与主权都需要 物质力量作为保障 ，

都需要他人的承认与尊 重 ，都需要他人做出
一 定程度 的让步甚 至牺牲 ， 这样 ，

人权与主权就会经常摩擦 ，甚至发生激烈 的碰撞 。 在全球化时代 ，
人权还要求

冲破国 家界限在全球范 围 内进行发展 ，
也就是试 图超越 主权 ，实现与主权的抗

衡 。 这就造成了 人权与主权更加紧张的关系 。
？

权利冲突的原因 除了社会可供资源不足 、人们 的需 求相互重叠竞合 、制度

设计的框架性和凝固 性外 ，文化冲突或者说身份冲突也是其中 的深层原 因 。

个人是所有组织 的来源 ，是组织的最小构 成单位 ，形形色 色的冲突实 际上反映

了人们各种复杂身份 的 内 在 冲突 。 身份影 响 了 人们 的观念 ，
不 同身份使得人

们对 自 我 与他者 、对人 际关系 、对整个社会世界有着不 同 的理解 与诠释 ； 因 为

国 际关系的空前丰富 ， 超越 以联 合 国 为代表的规则治理 的其他治 理模式也应

纳人全球治理的思考 中 。
③

① 田慧敏 ： 《 国际法上的权利冲突问题研究 》
，
吉林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博士论文 。

② 何志鹏
： 《权利基本理论 ： 反思与构 建 》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３０３ 页 。

③ 秦亚青 ： 《关系 与过程 ：
中 国 国际关系理论 的文化 建构 》 ， 上 海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２ 、 １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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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联合国 的权利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联合国 经历了７０ 年的风雨 ，大 国绕过联合国 开展的单边行动及大 国 间 的

对抗 ，屡 屡使联合国 陷人困 境 ，
而全球公共问题 的增 加及迫 切性 的 凸 显 ，

需 要

一

个强有力 的联合 国 。 展望未来 ，联合 国要想提高有效性 ，
应该从以下方面多

做工作 。

１
． 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应该让渡给联合 国更 多 的权力 。 联合 国不是世界

政府 ，没有 自 己的土地 、人 口 与军队 ，他的资源都来源于其他 国家的捐 助 ，甚至

是公司 、 个人的捐献 。 所 以说 ，联合 国 的 权力来源于各行为 体的认可与 支持 ，

它没有世界政府的权力 ， 却力 图 负起世界政府的责任 。 联合国永远走在权力

政治与权利政治相结合的路上 ，
二者不可偏废。 维护 和平与安全离不开军队 ，

所以应进
一步发挥安理会军事参谋团的作用 ，完善维和行动待命安排 ；

在发展

方面 ，应落实 发达 国家将其国 民 收入总值的 ０ ． ７％ 用于援助穷 国 。

２ ． 联合 国 的改革应该反应 当今世界的枚力 结构变化 。 联合国应该吸取 国

际联盟 的教训 ，适应时代潮流 ，进行全方位改革 ，改革应该反应当今世界 的权

力结构 变化 。 联合 国全方位改革 内容包括宪章 、具体制 度和操作 等各个层面 。

这一过程既不能 冒进 ，也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 ，
应使权利 主体的利益诉求达至

均衡 。 制度是权利的保护形式和实现平台 ，但制度本身离不开权力 的支撑 。

当前联合国会员 的数 目是 １ ９４５ 年的近四倍 ，世界人口 的数 目 由 １９ ４５ 年的

２ ３ 亿增加到现在的 ７０ 亿人
，发达国家人 口数量减少 ， 发展中 国家整体性崛起 ，

联合 国应该反映这些新的客观事实 。

谈到联合国 面临的权力变化 ，
基辛格认为 ， 中 国 的 崛起也带来了类似 的结

构性挑战 。 美 中两 国 （
２ １ 世纪的主要竞争者 ）首脑承诺通过建立

“

新型大 国关

系
”

，
避免欧洲悲剧 ？的重演 。 这一概念的具体 内 容仍有待两国 共同 阐 明 。 美

中 （ 或其中
一

个 ） 提 出这个概念也许是
一

种战术策略 。 尽管如此 ， 这是避免重

蹈昔 日 历史悲剧覆辙的唯
一

出 路 。

？

３ ． 要永远弘扬联合国精神 ，
处 理好安全 、发展与人权的 关系 。 安全 、发展

① 这里指 的是两 次世 界大战 ，笔者注 。

② 基辛格 ： 《世界秩序 》 ， 第 ４８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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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人权是联合国使命的三大支柱 。 安南在 《 大 自 由 》报告 中写道 ：

“

没有发展 ，

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 ；
没有安全 ，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 ；

不尊重人权 ，我 们既不

能享有安全 ，
也不能享有发展 。 可 以说 ，

安全 、发展和人权是联合 国 工作 的三

大支柱 ， 联合国 的工作 目标是为 了建立
一

个更安全 、更繁荣和更公正的全人类

的世界 。

”
？而安全 、发展 、人权的 主体应该是没有限制 的 ，他指涉 了 星球 内外

的
一■切存在 。

联合国精神 的核心是其价值观。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 ，
联合 国

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来到 了北京 ，他称 自 己 的 口 袋里总是随身携带一本 《 联

合 国宪章》 ， 如今已 经是磨 旧 的第 １ ２ 本了 ，之所以这样做 ， 就是始终提醒 自 己

和 同事们在联合 国工作的宗 旨和精神 ，是致力于全球的和平与发展 ，让全人类

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 人生是
一

个复杂 的过程 ， 当今社会面临诸 多不 确定性

及迷惑误解 ，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指 引 ，很容易迷失 。 人需 要有愿景 ， 才能知 道

下一步去向 何方 ，
而不是受其他 因 素的影 响 ，南辕北辙 。 折射到我们 现实生活

亦如此 ，
逐利主义 、信息爆炸的时代 ，

容易偏离轨道甚至迷失 自 我 ，看不清 自 己

内心真正追求的东西 ，
人云亦云 ，得过且过 。 人生 目 标千 万种 ， 但总有

一

种是

内 心真正 向往的 ，如果你找到 了 ，就坚持下去 。 还是那句话 ：
不忘初心 ，方得始

终 。
？ 埃利亚松的话 ，说的 是价值观的 力量 ， 信仰 的力 量 ，

人类实践 的力量 ，
这

正是联合国生命力之所在 ，权利之所在 。 《联合 国 宪章 》 内含 的价值观是全人

类应该为之奋斗的愿景和 目标 。

结论

７０ 年来 ，
联合国 的有效性也处于变化之 中 。 从历史的纵向看 ，其有效性高

于欧洲协调 和国 际联盟 ；
从不 同 的功能领域看 ， 它 在发展领域的有效性高于和

平安全和人权领域 。 研究联合国对世界秩序变迁的影响 ， 离不开 国 际体系 当

时 的权力结构和 国家对它 的认 同 。 权力结构与 国 家认 同 的不 同 结合 ，
影 响 了

联合 国效力 的高低 。

世界秩序是
一个体系 秩序和社会秩 序并存 的混合物 ， 而且社会秩序 的成

①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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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９ 日 ， 联合 国常务 副秘 书长埃 利亚松在北京饭店与笔者 等人座谈 时讲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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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逐渐增加 。 联合 国 的作用离不开权力 的支撑 ，但作为一个全球秩序 的主

体 ，联合国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权力 的遥控 。 它 有 自 己 的价值观 、理念和精神 ，

它包括了法制 和文化两种社会秩序的元素 。 尤其考虑到 当前各种全球性社会

问题的增加 ，非传统安全 问题的增 加 ， 全球贫 富差距的扩大 ，更突显 了 权力 秩

序 的 局限 。 ７０ 年的历史展现 了联合 国 巨大的潜力 ，它 的潜能远未发挥 出来 ，其

作用距离 《联合国宪章 》 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

联合 国作为多边外交最大 的平 台 ，也可 以 作为权力 结构 剧烈变化 的缓 冲

器来调解大国关系 。 经历 了 两极对抗 、

一

超多强 、

一

超走弱 ，
联合 国很好地适

应了 权力关系的变化 ，对于权力 结构的变迁起到了 润滑剂 的作用 ，
而 内存合理

的世界秩序 （
国 际规范 ）

的硬核也得以延续和发展 。

鉴于此 ，外交部前大使张小康总结了 中 国联合 国外交的 四大特色 ： （
１ ） 始

终遵守宪章的原则 ，维护 国 际法 的准则 ； （
２

） 始终维护联合国 的 核心 地位 ，支

持 由联合 国 发挥主导作用 ； （
３

） 始终维护广 大发展 中 国家利益 ，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 ； （
４

） 始终坚持独立 自 主的外交政策 ，维护建设性

和 负责任 的大 国形象 。
？ 这些应是我们继续坚持 的 目标 ， 因为它兼顾了 权力与

权利 的统
一

， 国家利益和人类利 益的统
一

，正义 与秩序 的统
一

。 《联合 国宪章 》

没有过时 ，它还是指导人类集体行动的灯塔 ， 中 国将继续推动世界秩序从权力

政治走 向权利政治 。

① 胡芳欣 ： 《

‘‘

小联合 国
”

里话联合 国 》
，
《世界知识》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５ 期 ，第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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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ｔａ ｔｅ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Ｗｏ ｒｌｄ

ｏ ｒｄ ｅｒｉｓ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 ｏｒｍ ｓ
ｐｅｒｓｅ ．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
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ａａ ｌ 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 ｆｗｏ ｒｌｄｏｒｄ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ｓ ｉｎｃｅｔｈｅ２ 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Ｐ ｒｏ
ｇ
ｒｅｓｓａｎｄＣ 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 ｉ 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ａｎ
ｇ
Ｙｏｎ

ｇ
ｓｈｅｎ

ｇ
ＬｉｕＹｉ（

１ ３２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 ＩＥＳ

ＡＳｕｍｍａｒ
ｙ

ｏｆ
＇
＇

Ｔｈｅ８
ｔｈ

Ｆ ｏｒｕｍ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ｃ ｔｏｒａｌ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

ＷｕＬｉ

ｊ
ｉａｎｄＭｏ ｕＹｉ（

１ ５３
）

Ｌｉｓ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ｉｎ２０ １５（
１ ５６

）

２０１ ５Ｃ ａｔａ ｌｏ
ｇ

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 ５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