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贾烈英

冷战结束以来
,

对于联合 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认识
,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

程
。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

不少国家曾寄希望于联合国建 立世界新秩序
。

但

是
,

在 9 0 年代中后期
,

联合国在维和行动 中屡屡受挫
,

2 0 0 3 年美国更是绕过联

合国直接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

现实与期望的差距
,

使得改革联

合国的呼声 日趋热烈
。

对联合国作用的认识
,

实质是关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问

题
。

早在 70 年代
,

美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美国国力衰落后
,

用什么手段来维持美

国霸权的问题
,

从而引出机制理论和新 自由制度理论
。

这些理论认为
,

世界需

要国际制度
。

不过
,

它们并没有说清为什么需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制度
,

国际制度发挥效力的条件是什么
。

这并不是新问题
。

世界历史上
,

19 世纪的欧

洲协调和 20 世纪的国际联盟作为当时的国际制度
,

由于当时大国的实力分配不

同
,

观念认同各异
,

它们的效力从而也相去甚远
。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新的权力变

迁
,

新旧国际规范间进行着剧烈的碰撞和转变
。

权力分配
、

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

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

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

本文将对此做一些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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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一
、

关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现有解释

在什么样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国际规范结构下
,

国际制度才能有效 ? 这是本

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

关于这一问题
,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

他们分

别从局限性
、

有效性和合法性等方面来评价国际制度
,

这也正好对应了现实主

义的权力观
,

新 自由制度主义的政治市场失灵说和建构主义的认同说
。

这些代

表性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其不足也很明显
。

以肯尼思
·

沃尔兹 (K en ne th W alt
z

)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
,

强调体系结构决

定国家行为
,

而体系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 ; 国际制度是权力的

从属物
,

是大 国的工具
,

它起作用 的动力来 自大国
。

罗伯特
·

吉尔平 (R ob e rt

Gi lni n) 的霸权稳定论对此给予了严密的论证
。

但 现实主义不能解释的一个 事

实是
,

为什么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

原有的制度却依然能发挥作用 ? 为什么有时

霸权国提供国际制度并遵守国际制度
,

有时不提供也不遵守国际制度 ?

以罗伯特
·

基欧汉 (R ob e rt K eo han e )为代表的 自由制度主义
,

在肯定体系

结构所起作用的前提下
,

增加 了国际制度变量
,

认为在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

国家的行为并不一样
,

因为国家间的互动进程在起作用
。

在基欧汉看来
,

国际

制度是一个独立变量
,

它的产生固然离不开霸权国的权力
,

但它一旦运转起来
,

霸权 国也要受到制约
,

即使霸权国衰落后
,

由于国际社会的需要
,

国际制度还能

存续下去
。

国际制度通过降低 国家被欺骗的风险性
,

使合作成为更加明智的选

择
。

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有效性源于国家对利益的考量及其需要
。

但是
,

自由制度主义不能解释
,

既然国家有 内在的需要
,

为什么有的制度更有效
,

有的

制度则不那么有效甚至彻底失败呢 ?

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
·

温特 (Al ex an de
r

W en dt )也认为体系结构决定国

家行为
,

但他的体系结构的主要内容是文化
,

同时更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

的建构作用
。

国际制度也是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

国际制度可以建构国家的认 同

与利益观并规范国家行为
。

建构主义对制度的评价最高
,

认为国际规范的合法

性造成 了大国间的高度认 同
,

从而影响了国家的行为
。

但是
,

建构主义不能解

释的是
,

规范需要什么样的权力基础才能形成国家间的认同以及国内规范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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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成国际规范的 ?

权 力分配
、

国际规范和 国际制度三个变量
,

是现实主义
、

建构主 义和 自由主

义的核 亡概念 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
,

本文也采用其代表性人物的界定
。

权力分配是指世界性大国经济
、

军事等物质性能力的对比
,

常用的衡量指标

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军费开支
。

世界性大国
,

是指对国际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

国际规范是得到大国普遍 认可的关于界定什么是合适行为的共同标准
。

它或者明确表现在国际法
、

国际制度的规约中 ; 或者表现为大国间的一种默契
。

这种默契可能没有用文字的形式表示出来
,

但大国决策者 自觉或不 自觉地遵守

这些隐含的游戏规则
。

也就是说
,

国际规范代表了国家间的认同
。

国家对其认

同度越高
,

国际规范发挥的作用越大
。

对于国际制度的定义
,

国内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
。

根据基欧汉的定义
,

国

际制度是持续的
、

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 的规则体系
,

这些规则体系可 以界

定行为规范
,

可以制约国家行为
,

也有助于汇聚国家的预期
。

国际制度包括三

种形式
:

(l) 有着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章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

如

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 ; (2) 国际机制
,

即政府之间经协商同意和达成的
,

涉及

某一问题领域的明确规则
,

如海洋法
、

国际货币体系等 ; (3) 国际惯例
,

指那些

有着非明确的规定和谅解
,

可以帮助国际行为体协调各 自的行为
,

并能汇聚预

期的非正式制度
,

如未以明文规定之前的外交豁免
、

非世贸组织国家之间相互

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国际互给行为等
。 ‘
犷

笔者认为
,

这三种形式的国际制度本质是一样的
,

在实践中三种形式的制

度也往往汇集在一起
,

因此在论述中不再予以区分
。

国际制度从来源
、

形式
、

维持
、

演变
、

功能及效果上看千差万别
,

本文的重点在

于分析国际制度与无政府性的关系
,

考察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来源
,

这样就需要定

义国际制度有效性这个概念
。

搜索国内最近研究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文章º ,

这些

一

L
一

秦亚青
:
《国际制度 与国际合作

:
反思新 自由制度主义》

,

《外交学院学报》19 98 年第 l 期
,

第43 页

忿 门洪华
:
《合法性

、

有效 性 与局限性
:
评估国际 机制作用 的理论 框架》

,

( 香港 社会科 学学 报》

20 02 年第 4 期 ; 随新 民
: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 与有效性

:
新现实主义

、

新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 范

式 比较》
,

蛋学术探索》20 04 年第 6 期
,

第 71 一74 页 ;李晓燕
:
《试析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 局限性》

,

《国际

关系学院学报》20 0 3 年第 6 期
,

第 3一 8 页 ; 胡慧敏
:
《无政府状 态下的国际 制度的效 用》

.

《国际论 坛》

20 0 4 年第 2 期
,

第 46 一51 贝
.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作者在界定概念的时候多少都借鉴了美国学者奥兰
·

扬 (O ra
n You ng )的定义

,

即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是衡量 国际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

种尺度
,

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可以从其能否成功地执行
、

得到服从并继续维持的

角度来加 以衡量
,

有效性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
,

而不是一个全有全无的问题
,

只要一种制度的运作能够经受时空变换的考验
,

该制度就是有效的
。

¹

作为新 自由制度主义学者
,

奥兰
·

扬是为数不多的考察国际制度有效性的

研究者之一
。

不过
,

以他的定义来考察具体 的案例
,

还显得过于笼统
。

现实主

义对国际制度的评价是最苛刻的
,

他们往往强调在政治安全领域国际制度的作

用微乎其微
。

作为替代性的解释
,

如果我们能证 明在政治安全领域里
,

国际制

度也是有效的并说清其效力的来源
,

那将大大提高国际制度削弱国际无政府性

的说服力
。

因此
,

笔者衡量制度有效性 的方法是
,

在关系国际制度框架的政治军事领

域
,

大国合作的程度越高
,

制度就越有效
。

具体来说
,

第一
,

如果涉及大国的冲

突都尽量在制度框架内解决
,

大国较多地以制度的办法去干预其他 国家之间的

冲突
,

制度就是有效的
。

这表现 的是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

第二
,

如果制度有助

于建构国家新的利益观或新 的角色
,

从而促进国际合作
,

制度就是有效的
。

这

体现的是制度独立发挥作用的一面
,

即制度 的本体价值
。

第三
,

如果制度 的寿

命较长
,

则表明其适应性和内聚力较强
,

从而也表明其有效性较强
。

在衡量国际制度有效性时
,

由于牵涉到三个变量间关系的测算
,

本文将以

以下方式进行
。

首先
,

对权力分配结构的测算
,

将 比较体系性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

军费支

出或者军队规模
。

其次
,

衡量国际规范的作用
,

主要体现为规范对大国的影响
,

或者说大国对

规范的认同程度
。

如果规范影响了大 国的行 为
,

笔者就认为大国认同国际规

范 ;如果规范不但影响了国家的行为
,

还建构了国家的角色和战争观
,

笔者就认

为国家对规范的认同度更高
。

具体到大 国对联合国的认同度
,

笔者将测量大国

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次数和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的投票行为
。

笔者假

¹ 奥兰
·

杨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棘手案例 与关 键因素》

,

载 于罗西瑙主编
:
《没有政府的治理》

(张胜军
、

刘小林等译 )
,

南 昌
,

江西人 民出版社 20 01 年版
,

第 186 一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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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大国参与的维持和平行动次数越多
,

大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越少
,

它们对

联合国的认同度越高
、

最后
,

关于联合国的有效性
,

笔者主要从历史的跨度来 比较联合国在维持

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

找寻促使其变化的权力因素和规范因素
,

以此证实本

文提出的假设

二
、

假设的提出与案例的选择

权力结构
、

国际规范和制度有效性三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

它们可 以互为

自变量和因变量
。

在现实当中
,

它们也不能截然分开
。

但是
,

科学研究的基本

要求是把 一个领域暂时 与其他领域分开
,

区 分出该领域的结构和单元
,

找出其

互动关系
。

这里
,

笔者把大国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设为 自变量
,

把国际制度的

有效性设为因变量
,

力图通过不同的权 力结构和不 同的规范结构
,

来观察 国际

制度有效性的不同表现
。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

权力结构和大国认同度的不同组

合
,

决定 了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高低
。

具体来说
,

它们可以表现为四种可能性
,

用

表
一

l 表示如下
。

表
一

l

权力结构
平衡

不平 衡

大国认 同度和权力结构与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大国认同度

高 低

} 国际制度有效性高 } 国际制度有效性较低

国际制度有效性较高 国际制度有效性低

大国对国际规范的认同之所以高低不同
,

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规范的性质

不 [rf]
。

笔者借用卡赞斯坦 (p e te r
J

.

K a tz e n s te in

)和鲁杰 (J
o h n G

.

R u g g ie

)关于规

范的两种分类
,

来分析影响大国认同以及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原因
。

卡赞斯坦认

为
,

规范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在某种特定的认同下关于行为体合适行为的共同

预期
。

在一些情况下
,

规范像规则一样起作用
,

即界定一个行为体的认同
,

这样

就有 了构成性效果
,

即表明什么样的行为会使得相关的他者获得一些特别的认

同
。

在其他情况下
,

规范像标准一样起作用
,

即在已界定完毕的认同下
,

表明什

么是合适行为的法规
。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
,

规范起 着调节的作用
,

规定合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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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联合国为例

为的标准
。

因此
,

规范或构成 (e o n s titu te )认同或制约 (re g u la te )行为
,

或二者兼

有
。

¹ 卡赞斯坦实际上区分了两种规范
,

即制约性规范 ( r eg ul at o ry no rm s ) 和构

成性规范 ( Con st itu ti v e no rm s )
,

前者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
,

进而塑造政治行

为体的利益
,

协调它们的行为 ;后者规定了行为体的认 同
,

也规定了行为体的利

益并约束着行为
。

º

鲁杰特别强调构成性规范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制度基础
,

并对新现实主义和

新 自由主义只重视制约性规范而忽略构成性规范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

他认为
,

没有构成性规范
,

一切有组织的人类活动包括国际政治
,

都无法开展
。

当然
,

和

其他社会秩序相比
,

国际政治领域 的构成性规范 比较
“

稀薄
” 。

有些构成性规

范
,

比如对领土的尊重
,

已经是积淀已久且被人们视为理所 当然的东西
,

所以行

为体已经根本不再视其为规范了
。

» 当然
,

规范既可能是
“

粘稠
”

的
,

也可能是

“

稀薄
”

的
,

粘稠与稀薄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所研究 的问题领域或国际群体
。

同

样的规则可能构成冲突
,

也可能构成合作
。

¼

很显然
,

构成性规范 比制约性规范程度要高
,

但实现的难度更大
。

制约性

规范是为了管理国家行为
,

而构成性规范是为了生成国家行为
。

制约性规范的

作用反映了因果关系
,

而构成性规范表现为建构关系
。

结合这两种规范的划分
,

权力分配
、

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可 以表述

如下
:

( l) 权力分配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

权力是制度建立的物质保证
,

制度的建

立和维持有赖于权力的支撑
,

我们可以说制度是一个权力化的过程
,

如果它们

成功地融合在一起
,

那将相互强化
,

密不可分
。

一般说来
,

大国权力均衡有助于

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持
,

国际制度也将反映这种权力结构
。

有了权力与制度的

基本一致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就易于得到保证
。

不过
,

权力均衡并不是国际制

度有效性的充分条件
,

它还需要和别的变量相结合
。

¹ Pe te r J
.

K a tz e n ste in
, e d

.
,

Th
o C u ltu re of Na ￡io n a l S e e u ri ty ( N e w Y o r k : Co lu m b ia U n iv e rs it y Pre s s

,

19 96 )
,

P
.

5
.

º 彼得
·

卡赞斯坦
: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李小华译 )

,

北京
,

新华 出版社 200 1 年版
,

第 21 页
。

李小华把
“ re gu lat

o ry no rm
”

译为
“

限制性规范
” ,

秦亚青则译 为
“

制约性规范
” 。

笔者采用后一种译法
。

» 约翰
·

鲁杰
:

《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
,

载于卡赞斯

坦
、

基欧汉和克拉斯纳主编
: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译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¼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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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制约性规范 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

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

它同时

是权力和规范的连接体
,

人类选择什
一

么样的制度
,

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或偶然性
。

但是
,

制度一旦形成
,

它是否有效
,

则在很大程度 L取决于规范的性质
,

一般说

来
,

制约性规范更容易保证制度的成功
,

因为制约性规范符合大国的当前利益
,

大国更容易操作 但是
,

由于制约性规范不 改变大国的身份 与认同
,

一 日 大国

觉得遵守制约性规范不符合 自己的利益时
,

它们就不再遵守
。

(3 ) 构成性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

构成性规范不但影响大国行为
,

还 建

构大国身份与集体认同
,

它力图超越制约性规范
,

超越权力政治
,

生成一种新的

[yJ 际关系 在这种规范主导下
,

国际制度将 自动调节国际关系
,

体系战争成为

不可思议的事情
。

根据 上面的探讨
,

我们 可以假定
,

由于构成性规范和制约性规范的内在属

性不同
,

大国在建立并接受对它们的认 同时难度也不相同
。

一般来说
,

相对于

构成性规范
,

大国更容易建 立起对制约性规范的认同
。

但是
,

随着大国对某些

制约性规范的认同的提高
,

也有可能接受在这一规范基础 上所发展出的规范性

认同

从经验形态 L看
,

国际社会存在着很多种国际制度
,

有按领域划分的
,

有按

区域划分的 ; 有体现为实体的
,

也有比较形而 卜的
。

欧洲协调
、

国际联盟和联合

国是在政治 与安全领域影响最 为广泛的国际制度
,

而且其中有些对应了 表
一

l

出现的情况
(

不过
,

由于篇幅关系
,

本文的实证分析仅围绕联合国展开
、

之所

以重点分析联合国
,

还出于以下考虑
:

首先
,

联合国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

织
,

并在维护世界和平 与安全方面承担着特殊的责任
。

其次
,

联合国是国际关

系史的集中体现
,

是国际组织的集大成者
,

它既有欧洲协调的影子
,

又有国 际联

盟的痕迹
,

在国际制度方面具有代表性
。

与其他制度形式相比
,

它有着相对正

式的制度形态
,

存活时间较为长 久
。、

最后
,

联合国经 历 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

个阶段
,

其有效性所经历的变化便于相 勺 比较
,

因为联合国的效力变化是在不

同的权力分配和 国家观念下发生的
。

而 且
,

联合国还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
,

它未来的变化可以对本文的观点提供更进一步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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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联合国有效性的相关数据及其基本分析

联合国成立于 19 4 5 年
,

创始会员国 51 个
,

2 0 0 4 年底会员 国达到 1 91 个
,

美
、

英
、

法
、

苏 (俄 )
、

中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联合国跨越了冷战与冷战

后时期
,

安理会也经历 了从瘫痪到复兴的转变
。

总 的看来
,

很少有成员国退出

联合国
,

相反倒是有很多国家争取早 日加人联合 国
,

尤其是争 当联合国常任理

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愿望非常强烈
。

大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吸取的教训是
,

通过大国合作来保证和平
,

战时的盟友将成为和平时期的合作伙伴
; 必须重建

有效的国际组织 ;大国是和平的支柱
,

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来源
。

表一 1 , 4 6一19 98 年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 G D P 总 t 对比

国国别 / 年份份 19 4 666 19 5 000 1 9 6 000 1 9 7 000 19 8 000 19 9 000 19 9 888

美美美 10 000 1 0 000 1 0 000 ! 0 000 1 0 000 10 000 10 000

苏苏 (俄 ))) 2 555 3 555 4 222 4 444 4 lll 222 999

英英英 2 444 2 444 2 222 2 000 l777 l777 1 555

法法法 l222 l555 l777 l999 l999 1999 1 666

中中中 N aaa NNN l444 777 999 666 1 000

注
:
每年以美国的总量为 1 00

。

关于中国的数据因与事实 出人较大
,

采用的是联合国出

版的《国际统计年鉴》中所能找到的中美相关数据之百分比
。

¹

表
·3 1, 4 6一1, 99 年联合国安理会五大 国军费支出总t 对 比 ( % )

国国别/ 年份份 19 4 666 19 5000 19 6000 19 7 000 19 8 000 19 9 000 19 9 999

美美美 6 lll 4000 4 777 4111 3444 5222 6 333

苏苏 (俄 ))) l222 4333 3888 4 lll 4777 2333 1222

英英英 2444 777 555 333 666 777 888

法法法 222 444 444 333 666 666 888

中中中 lll 777 777 1333 777 l lll 999

注
:
会员国军费所占比例基数为 当年五国的总和

。

º

¹ 参见安格斯
·

麦迪森
:
《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李德伟

、

盖建玲译 )
,

北京
,

改革出版社 19 9 7 年

版 ;
安格斯

·

麦迪森
: ( 世界经济千年史》(伍 晓鹰等译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03 年 版 ; In te o at io na l s :at 江

tic a l Ye a r bo o k
,

p 一i b li3h e d b y U N
,

V o l
.

19 5 1一20 0 4 。

º 参见 h ttp : / / w w w
.

u m i山
.

e d u / 。o w p roJ / d a ra b a s e s e t
.

h rm l; h ttp : / / w w w
.

fi rs t
.

, ipri
.

o 馆
。



国际政治科学

表
一

4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

内内容
/
年份份 1 9 4 5一 1 9 4 999 1 9 5 0一 19 5 999 19 6 0一 19 6 999 19 7 0一 1 9 7 999 19 8 0一 1 9 8 999 1 9 9 0一 1 9 9 999

安安理会决议 号号 0一7 888 7 8一 1 3 222 1 3 2一 2 7 555 2 7 5一4 6 111 4 6 1一6 4 666 6 4 6一 1 2 8 444

各各期百分比比 666 444 l lll l 555 1444 5 000

维维和行动次数数 222 222 666 333 555 3 666

各各期百分 比比 444 444 l lll 666 999 6 777

维维和行动人数数 2 1 777 6 6 6 444 2 2 8 3 888 12 3 3 555 7 6 1888 15 8 3 3 333

各各期百分比比 0
.

111 3
.

222 l lll 666 3
.

777 7 6
,

lll

注
:

百分 比的基数都设为 功O
。
田

表一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票

国国别/ 年代代 19 4 5一 1 9 4 999 1 9 5 0一 1 9 5 999 19 6 0一 1 9 6 999 19 7 0一 19 7 999 19 8 0一 19 8 999 I O O n
_

1 0 0 000
lllllllllllllll

”
” ‘

”
’

」」

美美美 0 : 0 ! o ; ooooo 0 ; 000 2 1 : 9
.

222 3 5 ; 15
.

333 5 ; 2
.

222

苏苏 〔俄 ))) 4 5 ; 1 9
.

777 4 4 ; 1 9 222 1 8 ; 7
.

999 7 ; 3
.

111 4 : 1
.

777 2 ; 0
.

888

英英英 0 ; 000 2 ; 0
.

888 1 ; 0
.

444 1 2 ; 5
.

222 1 1 : 4
.

888 0 : 000

法法法 2 : 0
.

888 2 ; 0
.

888 0 ; 000 7 ; 3
.

111 6 ; 2
.

666 0 ; OOO

呼呼
,

’’

0 ; 000 1 ; 0
,

444 0 ; 000 2 ; 0
.

888 0 ; 000 2 ; 0
.

888

总总数数 4 7 ; 2 0
.

555 4 9 ; 2 1
.

444 1 9 号 8
.

333 4 9 ; 2 1
.

444 5 6 ; 2 4
.

555 9 ; 3 999

注
:

表中第 一 个数字为该国在每一时间段内所投 否决票次数
,

第二个数字为此 否决 票

数占 1 9 45 一 1 9 99 总否决票数的比例
。

,

中国在 19 70 年以前所投 否决票为国民党台湾 当局的行为 º

从表
一

4 可以看出
,

联合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表现差别很大
。 20 世纪

90 年代
,

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和维和行动通过的比例都占到 50 % 以上
,

大国间

合作明显加强
,

应该说这段时期联合国的效力是较高的
。

从大国实力对比来看
,

冷战期间苏联的 G D P 总量一直 比美国差很远
,

大概

占其 1/4 一2/5 之间 ;军费开支方面
,

在 1950 一 19 90 年间
,

美苏基本持平
。

如果

考虑到两个集团对抗与核武器因素
,

双方的战争能力可 以说大体平衡
。

冷战结

束后
,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

在 G D P 总量和军费支出上远远高于其他强

住 安理会决议参见 ht tP : / / w w w
.

un
.

o r g / s 。 ; 维 和行动数据 来 自门洪华
:
《和 平的纬度

:
联合 国集体

安全机制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 2 年版
,

第 4 5 1一457 负
、

º 1945一 19% 年数据参考的是郑启荣
、

李铁城
:
《联合国大事编年

: 1945一 19 96 》
,

北京语言文 化大

学出版社 19 9 8 年版 : 19 9 7一 19 99 年的数据参考的是门洪华
:
《和平的纬度

: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

,

第 45 0 贝
.

这两本 书对于安理会 否决票数有不 同的统计
。

两种数据 的主要帐别是
,

后者把安理会选举

联合国秘 朽长时大国的摸底投票算在内
,

而前者不算
。

本 文采纳 了前一计算办法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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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大国的权力分配非常不平衡
。

从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而言
,

19 4 6一 19 6 9 年间苏联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最多
,

占总数的 4 6
.

8 %
。

在 19 7 0一 19 90 年间
,

美国行使否决权最 多
,

占总数的

2 4
.

5 %
。

整个冷战期间
,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占总数 的 50 %
,

维和行动次数占总

数的 37 %
,

维和人数仅 占 23
.

9 %
。

这表明
,

冷战期间大国对联合国的认 同度较

低
,

冷战后有 了很大提高
,

各国对联合国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

联合 国的效力得到

认可
。

可以说
,

冷战期间大 国实力均衡
,

而且联合国的制度安排与国际权力分配

基本一致
,

但 由于大国的认同度低
,

联合国的效力也就低
。

冷战后 的联合国
,

大

国实力对 比虽然发生 了变化
,

不过安理会等联合国重要机构的结构基本上还是

适应 目前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大国的认同度较高
,

联合

国的效力相比冷战也有较大提高
。

因此
,

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
,

大国对联合国

的认同度是联合国效力的关键因素
。

按照卡赞斯坦和鲁杰的标准
,

来对比分析欧洲协调
、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三

种国际制度所内含的规范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

欧洲协调是制约性规范
。

因为地缘相近
,

当时的五大国基于共 同的利

益即避免欧洲爆发战争
,

从而遵守了欧洲协调制度
。

该制度调节 了大 国的行

为
,

但没有内化成它们的规范性认同
。

欧洲协调是大国之间建构共同战争观的

结果
,

这一时期各国国内政治压力不大
,

各国意识形态相近
,

对拿破仑战争有相

同的感受
,

所以在战争观上易于达成共识
,

并得到切实履行
。

通过对法 国恩威

并施
,

五大国形成了关于战争规范
、

原则
、

决策程序的地缘文化¹
,

这种地缘文

化表现为欧洲协调
,

得 到了大 国较大程度上 的认 同
,

它有力地约束 了大 国的

行为
。

2
.

国际联盟是未成型的构成性规范
。

国联时期
,

大 国权力分配从全球看

可以说是多极均势
,

从欧洲看是不均衡的多极
。

地缘文化是国内规范与国际规

范的中间站和纽带
,

由于世界大国之间未能围绕战争观形成共同的地缘文化
,

所 以更谈不上体系文化了
,

国联时期战争观的建构可以用图
一1表示

。

¹ 秦亚青
、

亚历山大
·

温特
:
《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 5 年第 1 期
,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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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联集体安全制度度

门门罗主义义义 权力政治观观观 共产主义文化观观

图一 国联时期建构共同战争观的失败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
,

英国
、

法国极力避免新的大战
,

但它们的实力已 无法保

证制约性规范的实施
。

美国反对战争
,

极力向欧洲推广利益和谐的构成性规

范
,

但 由于超越 了欧洲能接受的程度而失败
,

况且美国自己也并不是真正地认

同这些规范
,

因此这种构成性规范并没有被大国所内化
。

德
、

意
、

日越来越渴望

战争
,

苏联则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战争
。

各国从一战中吸取了完全不同的教 训

对此
,

仁尔 (E d w 盯d Car
r

)写道
,

19 18 年之后
,

很容易使那些生活在英语国家的

人们相信
,

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

但是
,

在英语 国家生活的人只是人类的

一部分
。

对于德国人来说
,

这一观点就难以接受
,

毕竟它在 1 8“ 年和 18 70 年

的战争中得到 了极大的好处
。

德国人认为
,

他们在战争之后受 r 苦
,

但这不是

因为 19 14 年战争本身
,

而是因为他们输掉 了这场战争
。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

这

一观点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

意大利人抱怨的也不是战争本身
,

他们抱怨的是协

约国的背叛
,

认为协约国在和平安排中欺骗 了意大利
。

还有波兰人
、

捷 克斯洛

伐克人
,

他们不但不厌恶战争
,

反而认为正是由于这场战争
,

他们的国家才得以

生存
,

法国人也一样 战争使法 国人收回 了阿尔萨斯 和洛林
,

他们当然不会为

这样的战争感到丝毫的懊恼
。

j
一

威尔逊等人力图给 当时的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国际规范
,

用国际法
、

国际

舆论和国际组织来实施集体安全
,

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
。

但是
,

这种构成性规

士 卡尔
:

《2。 年危机 ( , 9 19 一 19 39 )
:

{刊际关系研究睁论》(秦亚 青泽 )
,

北 京
.

世 界知识 出版社 Zf)仍

年版
,

第 5 0 一 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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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不但超越 了时代
,

而且基于利益的行为规范也没有形成
,

其结果是构成性规

范飘在空中而制约性规范又不存在
,

世界处在一种失范 的状态 中
,

造成了国际

联盟的彻底失败
。

3
.

联合国是制约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兼而有之
。

它对于大 国主要是制约

性规范
,

对于中小 国家主要是构成性规范
。

联合 国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
,

主要

是保证大国的利益不受侵犯
,

在这个前提下
,

大国参与联合国
,

并在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方面负起特殊的责任 ; 而 中小国很多是在联合 国规范的作用下成立
、

活动和变迁的
,

它们的很多观念和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建构
,

用费丽莫 (M a rt ha

Fi
n n e m or e )的话说

,

就是国家部分通过与他者 即其他 国家
、

国际组织或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理解 利益
,

后者说服国家相信某个新 目标 的价值或善意
。

¹

在这种情况下
,

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
,

而是 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
,

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政治生活并赋予

其意义
。

º 在冷战时期
,

东西两大阵营各 自形成 了自己 的地缘文化
,

意识形态

的对抗非常激烈
,

这影响了联合国建构大 国规范性认同的效果
。

尽管如此
,

两

个阵营仍有很多共识
,

这些共识主要表现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

默认对方对

各 自拥有战略利益的势力范围的管辖权
。

这些成了支撑联合 国存在的基础
。

而冷战结束后
,

地缘文化呈现多样化趋势
,

其中一些深层次的规范比如宗教
、

文

明等发挥的作用 日益明显
,

国际规范的建构 日益复杂化
。

图
一2 和图

一3 分别表

示冷战前和冷战后的战争观的形成
。

以上分析表明
,

作为非物质性权力的规范
,

虽然不比物质性权力更重要
,

但

它起了物质性权力无法替代的作用
。

在许多情况下
,

它与沃尔兹所界定的权力

或与基欧汉所界定的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有交汇之处
。

当然
,

它也并不总是能够

成功地建构国家观念与行为
。

而且
,

国际规范有不 同类型和层次 ; 国际规范 内

部
,

国际规范与国家规范之间
,

国际规范与非 国家行为体的规范之间充满 了矛

盾
,

它们之间相互融合和妥协才可能有切实的效用
。

进而
,

可以推测
,

在权力支撑得 以保证的情况下
,

制约性规范容易有效
,

使

¹ 玛莎
·

费丽莫
: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袁正清译 ) ,

杭州
,

浙江人 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中文

版 自序
,

第 6 页
。

º 同上书
,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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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资本主义文化 共产主义文化

中国的争战观

\观渡

/21|l
、、

\睁姊

战刹砧安

?
哟傲

、、、//国臭

/大国

祛国的战争观一期合

\时联

//了
.

1、、、\战IT

冷一

/图

英国争战的观一美国的战争观

遵守
、

改造还是

抛弃国际规范 ?
欧美文明观 独联体文明观 东亚文明观

中的战国争俄斯罗 观战争观德意日争战观法国的争战观英国的争战观美国的争战观

图一 冷战后大国的战争观

国际和平与安全得以保证 ; 而构成性规范起作用的条件并不比制约性规范简

单
,

它在低政治情形下更有可能单独发挥作用
。

四
、

联合国有效性的实证考察

2 00 5 年联 合国迎来了它成立 60 周年纪念 日
。

尽管对它的效力还充满了

争议
,

但经历了冷战的严重对峙后
,

联合国存活了下来
。

冷战后 国际权力结构

发生
一

了剧烈的变迁
,

它也依然发挥着维持和平 与安全的作用
。

联合国成立时的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权力分配已不复存在
,

联合国无法解决超级大 国的对外侵略问题
,

但绝大多数

主权国家并没有因此抛弃联合国
,

反而更强烈地主张国际争端应回到联合国的

框架内解决
。

实力上升的德国
、

日本
、

印度
、

巴西等大国并不是联合国体系的挑

战国
,

而是力图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

21 世纪联合国的权力基础进

一步扩大了
,

其面临的任务有增无减
。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

是什 么原因使联合

国保持了活力 ? 它在削弱无政府性方面的效力如何 ? 它对 国际权力结构主要

起支撑作用还是侵蚀作用 ?

(一 ) 联合国的产生 : 联合国诞生的基础

与欧洲协调
、

国际联盟一样
,

联合国也是大战的产物
,

只不过二战比以往的

战争更为惨烈
。

除了参战国数 目
、

物质人员的损失大大超过拿破仑战争和一战

以外
,

核武器的出现及其使用也是一个新现象
,

这一技术 因素后来证明对国际

体系的结构和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
,

二战中的战

胜国决心通过国际合作来保障世界安全与和平
。

¹ 二战的炮火不但使得美 国

的孤立主义
、

法国的悲观主义
、

苏联的机会主义和英 国的保守主义破产
,

更激发

了大国要在欧洲协调和国际联盟 的基础上重建 国际秩序 的愿望
。

在《圣詹姆

斯宫盟国宣言》
、

《大西洋宪章》
、

《联合国宣言》
、

《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和《德

黑兰宣言》中
,

国际合作 的构想越来越明确
。

经过敦 巴顿橡树 园会议
、

雅尔塔

会议和旧金山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
,

联合 国的蓝图勾 画完毕并从理想成为

现实
。

联合 国在成立的过程 中
,

有意拉开与国联的距离
,

意欲塑造其作为一个全

新的国际组织的形象
。

在称谓上也用心 良苦
,

如以
“

宪章
”

代替
“

盟约
” ,

以
“

托

管
”

代替
“

委任统治
” ,

以
“

国际法 院
”

代替
“

国际常设法 院
” 。

但事实上联合国

与国联的关联十分密切
,

在若干方面联合国甚至表示 自己是国联 的法定继 承

人
。

从机制上看
,

联合国同时也是欧洲协调 的继承者
。

因此
,

联合 国可以说是

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制度的混合物
,

它是对二者的扬弃
,

不是简单的相加
。

º

¹ 朱建 民
:
《国际组织新论》

,

台北
,

正中书局 19 77 年版
,

第 90 页
。

º 贾烈英
:

《无政府性与国际秩序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
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

,

外交学院 20 05 年博

士生学位论文
,

第 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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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4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正式成立至今六十多年的时间里
,

国际权力

结构既有持续期
,

也有变更期
。

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时而冲突
,

时而合作

因此
,

对联合国的评价也几经变化
。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

联合国是集体安全制

度吗 ? 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

一种观点认为
,

联合国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
,

它证实 了霸权稳定论
。

金德

尔伯格 (Ch
a rle s K in d le

b e rg
e r

)对 19 2 9一1 9 3 3 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以及

吉尔平对霸权周期的分析共同构筑了霸权稳定论的框架
。

该理论认为
,

国际制

度是一种公共产品
,

霸权国凭借 自己的强大实力
,

提供 自由贸易体制
、

稳定的国

际货币和必要的国际安全保障
。

这种公共产品谁都可 以用
,

用 了不会减少
,

因

此它是
一

世界的稳定器
。

同时
,

霸权国还提供强制力量
,

用以制裁
、

惩罚违规者
。

在一个霸权周期内
,

霸权国有能力和意愿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
。

但是
,

历史事实表明
,

联合国力图维护的稳定与霸权 国要维持的稳定并不

完全一致
,

而且霸权国并不总是愿意无条件地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
,

从冷战后联合国的经费危机以及它时常被架空的现象中便可见一斑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联合国是集体安全 与权力政治的混合物
。

朱建民认 为
,

联合 国的创立是历史经验
、

战时规划
、

大国 (特别是美国 )领导
、

小国合作以及

多边谈判 (折中意见分歧
、

利害冲突的谈判 )
、

民 间压力 (渴望一 个较好的进 步

世界 )
、

崇高理想 (祈求光荣持久的和平 )的复合产物
。

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

联合国是霸权 自我约束的产物
。

伊肯伯里 ( J曲 n I k en
-

b er ry )在冷战后提出了仁慈霸权论
。

他认为
,

与维也纳体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

协商机制和大国克制的规范不同
, 20 世纪的联合国体制是基于全球或区域多

边制度和联盟的建立
,

尽管权力均衡和其他约束机制也很明显
。

这些机制变得

越来越多样
、

复杂和相互关联
,

表明管理和约束大国方式的新变化
。 º

伊肯伯里指出
,

战后霸权国之所以积极建立约束自己的制度
,

一是为 了降

低维持秩序的成本
;二是为 了通过制度延长 自己的霸权

。

他认 为
,

霸权国的自

我约束与国际制度的捆束效用有关
,

而且制度总是具有
“

粘合性
” ,

它将 国家行

¹ 朱建 民
:

<国际组织新论》
,

第 巧4 页
。

还可以参考门洪华
:
《和 平的纬度

:
联合国集体安 全机 制

研究》
,

第 184 一 186 页 ;陈乐民
:
《西方外交思想史》

,

第 28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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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锁定
”

在持续 的
、

可预测的发展进程中
。

在他看来
,

霸权国的 自我约束并非

出于利他动机
,

而是一种利益驱动
,

主要是为了获得二等 国家的合作和服从
。

而且
,

并非所有霸权国都能做到 自我约束
,

只有具备 自由民主政体的美 国才可

以做到
,

因为国内政体的民主性质
,

所以美国的霸权带有 自由开放 的特征
。 ¹

不过
,

冷战后美国的行为并不完全符合这种 自我约束理论
。

美国以 自己的

标准频频对外干涉
,

尤其是 20 0 3 年的美伊战争
,

极大地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
。

可见
,

没有世界政府或权力均衡的外在约束
,

靠 自我约束来限制大国的行为是

行不通的
。

曾担任法国国王 的牧师和顾问的费列农 (Fe ne lon )在 17 13 年临终

前就写道
,

他从不知道有哪个手中握有超凡权力的大国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温和

地行事
。

º 苏联解体 以后
,

美国成为世界上冲突的首要管理者和制造者
,

要 自

我约束更是不可想象
。

»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
,

世界需要联合国
。

基欧汉指出
,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

赖的加深
,

国家对国际机制的需求越来越大
。

国际机制一旦被创造出来
,

即使

提供机制的霸权国衰落
,

国际机制 因其本身的功 能还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

并将

继续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

但今天面临的问题是
,

国际机制的供给与需求并不那

么均衡
,

美国没有足够的意愿保证对国际机制的供给
,

反而更多地在 国际机制

外组织临时同盟来解决 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

¼

因此
,

对联合国的评价
,

既牵涉到其 内部机制 的特点
,

也与时代的变迁
、

大

国权力结构的转变
、

各国观念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
。

靠一种理论
,

难以 同时解

释复杂的制度体系的创立
、

维持和变迁等不同过程
。

( 二 ) 冷战时期联合国的有效性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冷战时期联合国的作用一般评价不高
,

认为东西方冷

战使得大国一致原则近乎荡然无存
,

联合国在冷战中的积极作用极为有限
,

特

¹ 朱立群
:
《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 02 年版
,

第 24 页
。

º 沃尔兹
:
《国际政治理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03 年版
,

第 19 页
。

» 沃尔兹
:
《冷战后 国际关 系与 美国外交 政策》

,

载于 中国人 民大学 复印报 刊资料 《国 际政治 》

20 0 4 年第 11期
,

第 10 3 页
。

¼ 门洪华
:
《和平的纬度 : 联合 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

,

第 301 页
。



国际政治科学

别是在涉及东西方斗争的领域更是无能为力
。

¹ 二战后美苏从争夺霸权发展

到全球对抗
,

联合国很快被淹没在冷战之中
。

º 不少美 国学者也认为
,

控制联

合国的多数派对待世界问题 的态度是偏颇的
,

倾向于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美

国 ;联合 国是清谈的场所
,

大量无用的演说
、

决议
、

研究报告 只是增加 了联合国

的花费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联合国在履行维护世界和平这一首要职责方面不

得力
,

因此也不再需要重视它
。 »

从前面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而言
,

要评价冷战时期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表现
,

需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国际环境 中去考察
,

尤其要联系国际权力结

构
、

大国认同的变化来分析联合国的作用
。

1
.

冷战时期的 国际权力结构

二战结束后
,

国际政治的中心已不再是欧洲
,

英
、

法
、

德
、

意都衰落了
,

美国

和苏联成为当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

国际政治变为两极结构
。

19 45 年美

国独 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 6 0 %
,

占世界贸易的 32
.

5 % 以及黄金储备的

59 %
。 ¹ 二战后美国的海空军都是世界一流的

,

且独家垄断 了原子弹
。

苏联在

二战中虽然受到了巨大损失
,

但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
,

并很快成功研

制出原子弹
,

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以及长期的高军费支出
,

从总体军力

上可 以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
。

但苏联的 G D P 总值明显少于美国
。

按米尔斯海默的财富指数对 比
,

美苏之间的差距则更为直观
。 ½

表一 1945一1, 90 年超级大国的财富对 比

年年份 / 国别别 19 4 555 19 5000 19 5 555 19 6 000 19 6 555 19 7 000 19 7 555 19 8 000 19 8 555 19 9 000

美美国国 8 4%%% 7 8 %%% 7 2%%% 6 7 %%% 6 7 %%% 6 5%%% 63%%% 6 5%%% 6 6 %%% 6 8%%%

苏苏联联 16 %%% 22%%% 28 %%% 33%%% 33%%% 35 %%% 37 %%% 35 %%% 34%%% 32%%%

经济实力的差距使苏联在与美国的长期对抗 中处于不利地位
。

1947 年杜

j 张小明
:
《冷战及其遗产》

,

1几海 人民出版社 19 98 年版 第 21 4 页

J 李铁城
:
《联合国 50 年》

,

第 30 8 页
、

» 哎联 合国在当代世 界中的作用》
,

载 于《联 合国研究参考资料》第 21 辑 北 京语言学院联合国研

究课题组编译
,

199 2 年版
,

第 6一 12 页

¼ 王绳祖 主编 : ( 国际关系史》第 7 卷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 95 年版
,

第 27 页

½ 这里的财富指的是钢
、

铁 以及能源消 费的综合指标
。

参见米尔斯海默
:
《大 国政治的悲剧》( 王

义桅
、

唐小松译 )
,

L海人民出版社 2 003 年版
,

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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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
。

冷战在政治
、

军事
、

文化
、

经济等多个

领域都有表现
,

从而形成了两极结构的某些具体特点
。

如政治上两大力量 (两

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势不两立 ; 军事上两大集团强烈对抗 ;两种类型的经

济并行发展
,

交往较少 ;两大阵营内部基本上是一元结构
、

一个中心 ;两极结构

长期相对稳定
,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
、

以地缘政治为核心形

成的板块式经济和军事格局
。

¹

联合国成立时
,

冷战还没有发生
,

那时人们还希望它能成为集体安全的工

具
。

冷战的爆发极大地 限制 了联合国的作用
,

冷战很快就在联合 国得到了反

映
,

联合国成为集团斗争的工具
,

斗争从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
。

因此
,

联合国难以扮演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集体安全的角色
。

在冷战四十多年的岁月中
,

美苏的攻守态势随着两国综合实力和各 自领导

人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

总的来说
,

从 19 4 5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是美国的扩

张阶段
,

美国凭借其在联合国的优势
,

尽量利用联合 国从事一些有利于 自己的

活动
,

而苏联只好用否决权或其他方式进行防御
。 7 0 年代是苏攻美守阶段

,

美

国因越战
、

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

实力大为削弱
,

在联合国也处于

防御地位
。

这一时期美 国使用否决权的次数明显增加
,

超过了苏联
。

尽管受到冷战的限制
,

联合国没有像 国联一样彻底走 向死亡
。

在两极格局

情况下
,

联合国还是有所作为的
。

这需要从大国对联合国的认同去分析
。

由于

联合国提供的规范影响了大国的思维方式
,

从而影响了大国的行为
,

使它们在

不知不觉 中受到了联合国的制约
。

2
.

冷战时期大 国对联合国的认 同

联合国一诞生
,

就碰到 了一个对抗 的两极世界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方 面联

合国成为冷战的场所
,

另一方面联合 国也积极填补真空
,

努力降低战争的烈度

和周期
,

从而在核武器存在的时代里
,

减少了大国迎头相撞的可能性
。

大国对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支持或默认
,

来源于联合国所提供的规范部分被

大国所接受
。

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 国有关决议所代表 的新规范

中
。

这些规范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强化主权的

,

一类 是限制主权的
。

¹ 李景治
、

林廷主编
: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

北京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 03 年版
,

第 58 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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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虽然有冲突
,

但缺一不可
。

它们之间的张力正好体现 了摩根索 (H an
。

M盯ge llt lla
u

)所说的国家主权和国际组织的效率之间的矛盾
:

国际组织要有效
,

就必须以限制其成员的行动 自由为代价 ; 成 员国要强调它们的行动 自由
,

就必

然以损害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为代价
。

只有国家愿意约束 自己的行动 自由时
,

规

范才能起作用
。

联合国关于强化主权的规范集中体现在三个规范上
:

(l) 不得侵害国家独

立
、

主权平等 ; (2) 不干涉国家内政 ; (3) 民族 自决和非殖民化原则
。

非殖民化

原则使主权国家的数 目急剧增加
,

从而扩大了联合 国的权 力基础
,

增加了其合

法性
。

美苏在相互对抗 中
,

也都举着非殖民化的旗帜
,

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

强 了大国对非殖民化的认同
,

加速了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
。

联合国在非殖民化

领域的贡献
,

极大地提高
一

了联合国的威望
。

因此
,

秘书长吴丹曾把联合国的三

大贡献总结为
“

3 D
” ,

即非殖民化 (D e ( : o lo n iz a tio n )
、

发展 (D e v e lo p m e n t )和裁军

(l’i
S
盯m a m ell t )

。

加利也认为
,

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
.

所解决的重大问题都

涉及非殖民化等与第三世界相关的问题
。 1

、

联合国提供的限制国家主权的新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

(l) 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原则
。

这一原则是对过去几

百年来国家的
“

诉诸战争权
”

的否定
。

凡与联合国宗 旨相悖的使用武力或武力

威胁的行为都是非法 的
。

这对国家主权 当然是很大的限制
。

因此
,

王铁崖指

出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废弃战争到禁止武力的

使用
,

战争和武力在国际法 卜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
。 º

(2 ) 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的原则
。

全世界不论种族
、

性别
、

语言
、

宗教
,

都

要尊重人权和最基本的自由权
。

主权和人权都是含义丰富的历史概念
,

在不 同

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下
,

内涵差别很大
。

联 合国强调尊重人权
,

无疑把着

眼点不是放在维护国家的权力
_

[
,

而是扩大到人的权利 上
,

这当然也包括不同

于 国家单位的集体人权
,

如民族
、

种族文明应享有的权利
。

主权高于人权
,

还 是

人权高于主权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

也是一个联合国实践中不能回避的

问题
。

一旦接受了联合国限制主权的规范
,

就有必要要求国家认同联合国缔造

¹ 加利
: <永 不言败 :

加利回忆录》(张敏谦等译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 0 1 年版
.

第 360 页
、

必 于铁 崖
:
《国际法引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9 8 年版
,

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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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的保护人权的原则
。

(3) 联合国建立前就存在的某些规范
,

即布尔 (B ul l) 所说的构成 国际社会

的规则
、

价值观
、

协议
。

这些是长时期起作用的社会要素
,

使国际社会具有内在

的联系
。

布尔指出
,

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 时候
,

都尊重 国际社会的共处原

则
,

比如相互尊重主权
、

协定必须得到遵守以及限制使用暴力的规则
。

同样地
,

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
,

参与如下共同制度的创建
: 国际法 的形式与程

序
、

外交代表制度
、

承认大国的特殊地位以及从 19 世纪以来所产生的普遍性国

际功能性组织 (比如
,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 )
。

¹ 正 因为国际社会的存在
,

即使在

东西方阵营对抗和分裂非常严重的时候
,

这些共同规范也在起作用
。

处于相互

冷战中的国家并没有断绝外交关系
,

没有否认对方拥有 主权
,

没有否定双方应

该遵循共同的国际法
,

也没有主张把联合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组织
。

º

美苏的冷战以及相互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建立
,

固然导致联合国的集体安全

制度不可行
,

但即使如此
,

它们都把 自己 的军事组织修饰成集体安全的样子
。

虽然双方的政治宣传都不太可信
,

但都表明联合国的规范不能被完 全漠视
,

因

为双方都要论证 自己的行为符合《联合 国宪章》的精神
。

《北大西洋公约》和

《华沙条约》都几乎原封不动地提到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文
,

两个条约都

接受《联合国宪章 )) 第一章第二条第 3 、

4 款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和绝不使用武

力的原则
,

都赞同第五十一条
、

五十二条关于 自卫和区域办法的规定
。

»

3
.

联合国在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的 作用

冷战期间
,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 国大会里充满了争斗
,

联合国的作用

受到大国对抗的影响
,

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还是发挥 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

中国资深外交家陈鲁直中肯地指出
,

联合国虽然没有重蹈 国际联盟

的覆辙
,

但这与两极结构不无关系
。

在两极对立的情况下
,

美苏通过不断的武

器竞赛而达到核平衡
,

这是两极结构得 以维持的物质基础
,

也是联合国得以存

在的前提条件
。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

但在美苏对抗而又不愿

¹ 赫德利
·

布尔
:
《无政府社会

:
世界政治秩序研 究》(张小 明译 )

,

北 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 03 年

版
,

第 33 页
。

蒸
同上书

,

第 34 页
。

《联合 国研究参考资料》第 12 辑
,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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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陷入直接冲突的局面下
.

它的维和行动却起了缓和矛盾的积极作用
。

¹

具体而言
,

联合国在削弱无政府性
、

促进国际和平方面的贡献
,

主要表现在

联合国的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上
、〕

第一
,

调停大国间冲突
,

防止发生全球性战争
。

冷战期间大国间的直接对

抗多发生在对于大国具有战略利益 的地区
。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

19 62 年美

苏之间的导弹之争使世界几乎走到 了核战争的边缘
。

但经过联合 国秘书 长吴

丹的斡旋
,

双方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台阶体面地退下来
。

赫鲁晓夫当时面临的问

题是
,

在第三世界国家部署导弹象征着苏联准备保卫任何受到美国威胁的友好

国家
,

但这必然遭到美国激烈的军事反对
。

可 以说
,

联合国秘书长把他从进退

两难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

秘书长与有关各方互致信函
,

交换意见
,

最后达成了

一致
。

联合国的斡旋使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是服从一个 国际机构最高官员的请

求来缓和一次行将危及世界和平的危机
。

º

第二
,

对大国侵略小国进行道义谴责
。

如 19 79 年苏联人侵 阿富汗后
,

从

19 8 0 年起
,

每届联大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要求外国军 队立即全部 无条件地撤

出阿富汗的决议
,

这使得苏联声誉扫地
,

在 国际上陷于孤立
。

19 8 3 年和 19 8 9

年美军人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后
,

联大也都通过要求外国军队撤走和谴责美军

人侵的决议
。 »

第三
,

联合国推动非殖民化运动
,

使民族 自决和国家独立蔚然成风
,

大量主

权国家得以产生并加人联合国大家庭
。

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新规范主要体

现在两个文件中
,

一是宪章第 十一章《关于非 自治领土之宣言》;二是 19 60 年

联大 15 14 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非殖民化宣言》)
,

决议

要求必须立即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 的殖 民主义
。

19 61 年联大成立 了非殖民

化特别委员会
,

该委员会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它公开抨击

殖民政策
,

为殖 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 了法律讲坛
;它展开关于殖 民地

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研究
,

为大会采取措施提供 了依据 ;它派出视察团
,

了解和

监督《非殖民化宣言》实施的情况
; 当它感到其职权限制了自己作用的发挥时

,

¹

第 2 贞

º

陈鲁 直
:
《国际组织与世界秩序

:
为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而作》

,

《国际问题研究》19 9 5 年第 4 期
,

嚎联合 国研究参考资料》第 14 辑
,

北京语言学院联合 国研究课题组编译
,

19 9 2 年版
,

第 7 页

李铁城
:

《联合国 50 年》
,

第 10 3
、

121 一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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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成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
。

委员会的活动使联合国始终保持了对殖民大国

的压力
。

¹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圆满完成 了托管任务
,

世界非 自治领 的数 目由联

合国成立时的 84 下降到 18 。 º 非殖民化成为一种规范并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和

认同
,

联合国的作用不容忽视
。

第四
,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极大缓解了地区热点冲突
。

联合国在冷战期间

共实施 了 18 次维和行动 »
,

主要是在亚非拉动荡地区
。

这当中三次维和行动

格外引人注 目
,

因为它们涉及新规范的制订和实行
,

在此对它们进行一个简单

的说明
。

联合国的第一次维持和平行动是 19 48 年联合 国停战监督组织 ( U NT SO )

的建立
。

其主要使命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

监督阿以停战
。

参加这次维

和行动的军事观察员人数虽然不多
,

但他们的做法所表现出的特点无疑是维和

行动规范的萌芽
。

比如说
,

作为联合 国工作人员
,

佩带联合国袖章 ; 中立
、

公正

而不偏 向争端的任何一方
,

只报告根据停战协定所见 到的客观事实 ;不佩带

武器
。

¼

联合 国的第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是 19 56 年第一支紧急部 队 ( u N E F
一

l) 的建

立
。

其主要使命是监督外国军队撤 出埃及
,

监督埃以脱离接触
。

这里的外国军

队包括了联合国安理会 的常任理事 国英法的军队
。

这次行动得以成行
,

既与美

国在关键时刻向盟友施压有关
,

也与美苏的支持分不开
,

这反映出美苏共享某

些规范的事实
。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这次维和行动制订了如下原则
: ( l) 维和行动

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临时办法
,

并不妨碍有关 当事国之权利
、

要求和立

场 ; ( 2) 维和行动只有征得有关各方 的一致 同意才能实施
; ( 3) 维和部队只有

在 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
。

人们把这三点概括为中立的原则
、

同意的原则和 自卫

的原则
,

并称之为
“

哈马舍尔德三原则
” ½

。

¹ 王文 : 《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

载于陈鲁直
、

李铁城 主编 :
《联合 国

与世界秩序》
,

北京语 言学院出版社 19 93 年版
,

第 347 页
。

º 具体见李铁城
:

《联合国 50 年》
,

第 293 页
。

» 门洪华
:
《和平的纬度 :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

,

第 451 一453 页
。

¼ 李铁城
:
《联合国 5 0 年》

,

第 78 页
。

½ 同上书
,

第 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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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0 年的联合国刚果行动 (O U N C )的主要使命是监督外国军队撤 出刚果
,

防止内战
。

这次维和行动在历 史上备受争议
,

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遇难更使之

增添了一 丝神秘色彩
。

这次维和行动的不 同之处是
,

在安理会的授权下
,

联合

国部队先是介人刚果地方势力同中央政府的纠纷
,

在中央政府发生分裂后又介

人中央两派的斗争以及后来 出现的新的中央政府与 闹分裂 的地方之间的冲

突
。

¹ 联合国应不应该采取强制行动 ? 如何采取 ? 如何在一个 国家分裂时征

得该国同意而开展维和行动 ? 是否要保持绝对 的中立 ? 刚果案例无疑创造了

维和行动的新规范
。

第五
,

联合国始终支持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

推动
一

j’人权规范的

国际化
。

《联合国宪章》倡导
“

不分种族
、

性别
、

语言或宗教
,

增进并鼓励对于全

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

( 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 3 款 )
,

后来联合国通

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19 4 8 年 )
、

《德黑兰宣言》( 19 68 年 )
、

《发展权利宣 言》

( 19 7 4 年 )
、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19 93 年 ) 都是 人权规范的丰富和发展

联合国把人权规范 与世界和平 与安全联系起来
,

认为不消灭种族隔离
,

就无法

恢复地区和平
,

这在联合国推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国际斗争中得到体现
。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制度化的对非 白人的种族歧视
。

19 46 年
.

当

时印度指控南非政府制定 了歧 视印度血统南非 人的法律
。 19 52 年

,

南非的种

族隔离政策引起的种族冲突问题被列人联大议程
。

关于这一问题和印度最初

的指控
.

南非政府一 直认为这本质 L属于国内管辖范围
,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

不得加 以审议
。

多年来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联大
,

为 r 向南 J卜被压迫人民提供政治
、

道 义

和物质的支持而采取 了各种的措施
。。

这些措施包括对解放运动表示支持
,

要求

释放政治犯
,

进行体育方面的抵制
,

传播种族隔离制度罪恶的资料
,

召开有关这

一问题 的国际会议
、

组织纪念活动以及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的 自愿捐款等 从

19 6 2 年起
,

联合国大会多次敦促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

联大从

19 70 年起中止南非的席位
,

19 7 7 年安理会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
,

这

乍铁城
;
《联 合国 5() 年》

,

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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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一个会员国采取行

动
。

¹ 联合国对反对种族隔离的长期宣传
,

终于促使 19 9 4 年新南非的诞生
,

种

族主义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

总之
,

尽管冷战左右了 45 年的全球政治
,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使安理会

无法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

但是
,

如果没有联合国
, 1945

年之后的世界很可能更为血腥
。

20 世纪下半叶
,

国家之间的战争少于上半叶
。

考虑到在同一期间国家的数 目增长了近四倍
,

人们有理 由认为国家之间的战争

将会有显著增长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

无疑
,

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

联合国

通过若干途径削减了国家间战争 的危险
,

发明了维持和平的行动 ; 秘书长开展

外交工作
,

斡旋 国际危机和冲突 ;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
,

并奉行反对侵略战争

这一坚定立场
。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国际和平
。

º

这里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
,

冷战时期国际权力分配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
,

这是有利于制度发挥效力的有利条件
,

但为什么此时联合国的有效性与冷战后

力量对比失衡时相比反而较低呢 ? 这是因为在冷战时期
,

大国对国际规范的认

同度较低
。

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有两个
。

首先
,

共产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

的强烈对抗
,

妨碍了对国际规范的遵守
,

各大国都把本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
,

并

从意识形态出发界定 自己的国家利益
。

其次
,

当时新的国际规范内化的程度很

浅
,

尤其是限制国家主权的新规范
,

大国很难接受
。

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相关规范在超级大国权力的支撑下
,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遵守
,

但这种规范

不能形成全球性的普世规范
。

冷战结束后
,

这种局面有 了很大的改变
,

经过几

十年的内化过程
,

制约性规范开始向构成性规范发展
,

尽管权力对比严重失衡
,

霸权国常常绕开联合国单独行事
,

但大 国对联合国的认同比起冷战时期有 了提

高
,

这就保证了联合国效力的发挥
。

( 三 ) 冷战后联合国的有效性

1
.

冷战后 的 国际权力结构 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

标志着冷战的结

¹ 本部分主要参考<联合国手册》第 二部分第 3 节
,

北 京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19 8 8 年版
,

第

89一 9 9 页
。

º 《威胁
、

挑战和改革 问题高级别小组 的报告》第一部分
, ht tP : / / w w w

.

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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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束
。

由于苏联的解体
,

国际权力结构分配发生急剧变化
。

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

局
,

学术界的争论较多
,

有
“

单极
”

说
、 “

向多极转化
”

说
、 “

一超多强
”

说
、 “

一二

三 五多层结构
”

说 (一个超级大 国美国 ;军事上两强即美
、

俄
; 经济

_

L 三强即美

日欧 ;
政治 上美欧 日俄中 )等

。

但共同的看法是
,

当前的国际权力结构既不是

多极
,

也不是两极
。 ¹

表
一

7 20 03 年大 国的 G D P 和军费支 出

内内容/ 国别别 美 国国 日本本 德国国 英国国 法国国 俄罗斯斯 中国国

GGG D P 比例例 10 000 3999 2222 l666 l666 444 13
.

777

军军费开支支 10 000 I 222 888 l lll I 000 2000 l444

表
一7 说明

,

当前无论是 G D P 总量
,

还是军费支出
,

美国都有明显的优势
,

约

相当于其他大国的总和
。

当前国际格局的霸权结构
,

在历史上未曾出现过
。

这

样的霸权结构对联合国有效性的影响表现为
,

当霸权国积极地利用联合国并能

遵守国际规范时
,

联合国的效力高 ( 比如
, 2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的联合国 ) ;但 当

霸权国试图 以 自己 的国内规范替代 国际规范时
,

将引起 国际社会 的动荡
,

联合

国的有效性受到挑战
。

因此
,

当霸权 国绕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时
,

联合国的有效

性受到削弱
,

但同时制衡霸权国的力量开始增长
,

国际规范的限制性作用更加

突出
,

霸权国的行为将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
。

所以
,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

下
,

霸权国也不能为所欲为
。

2
.

大国对联合国认同度的 强化与联合 国的复兴

冷战虽已结束
,

但历史没有终结
。

资本主义文化没有成为普世的国际规

范
,

在新的区域性规范形成之前
,

联合国背后的国际规范更受各国的重视
。

一

些新的主权国家诞生了
,

它们迅速加人联合 国
,

其合法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

可
,

联合国的权力基础 和规范基础得到 了加强
。

各 国对联合 国寄予 了更多的

希望
。

大国对联合国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
,

大国在联合国的对抗急剧下降
。

这在

海湾危机中得到了体现
。 19 9 2 年

,

联合国首次召开了五大国首脑会议
,

各 国都

¹
la te so

价
a r

( ; I) p 数据来 自 11tt p : / / d e v d a ta
.

w o r ld b a n k
.

o r g / d a ra 一

q u e ry ; 军 费开支数据来 自 ht rp : / / w w w

。 rg /
。

二者都以 美国的总量为 10 0
,

对 比其他大 国所 占的比例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表示要强化联合国的权威
,

要让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虽然对

其中的含义
,

五大 国的理解不尽相同
,

但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使用减少
,

通

过的决议增多
,

维和行动增加
。

安理会从半瘫痪状态逐渐恢复活力
。

五大国在安理会享有平等的否决权
,

如果没有它们的一致认同
,

联合国无

法从冷战的灰烬 中复兴
。

其他各国并不是因为霸权国认 同联合国
,

就提升 了对

联合国的认同
,

而是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
,

国际规范把各成员国联系在一

起
,

从而形成更为紧密的国际社会
。

既然是国际社会就要有秩序
,

联合国能够

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
,

各国在其 中追求 国家利益
。

霸权国无法单独提供一种国

际制度
,

使其合法化并发挥效力
。

下面简单地分析几个典型案例
,

它们体现了冷战后联合国在削弱无政府性

方面效力的提高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对海湾战争的反应和行动
。

19 9 0 年 8 月 2 日伊

拉克人侵和吞并了科威特
。。

安理会迅速做出反应
,

仅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就通过

了 12 项决议
。

这些决议先后采取 了政治
、

外交
、

经济制裁一直到武力制裁的各

种强制手段
,

以期制止侵略行为
。

尽管安理会尚无条件采取宪章第 42 条所设

想的最具强制性的军事行动
,

但它授权各会员 国以安理会的名义采取措施
,

并

最后由多国部队把伊拉克 的军队驱逐 出科威特
,

恢复 了科威特 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
。

¹

联合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集 中体现了大国一致原则的重要性
,

这是联合

国历史上最接近集体安全理论的一次强制行动
,

大大提高了联合 国的声望
,

使

主权国家看到了集体安全制度的可行性
。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

安理会又组建 了

伊科观察团
,

对两国接壤的非军事区实施监督
。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派军事观

察员参加
,

这是五大国首次共同派员参加的维持和平行动
。

º

联合国在海湾战争中成功实施集体安全行动
,

使大国对其价值有了新的认

识
。

因此
, 19 92 年联合 国五大 国首脑会议进一步强化 了秘书长的职责

。

加利

回忆说
: “

在这次安理会峰会上
,

我被要求 承担 比任何一位前任更 多的责任
。

¹ 李铁城
:
《从海湾战争看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

,

载于袁士槟
、

钱文荣 主编
:
《联合国机制与改

革》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 9 5 年版
,

第 110 页
。

º 李铁城
:
《联 合国 50 年》

,

第 1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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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一

了使这一授权名副其实
,

我将不得不维护 自己职务的独立性
,

与反对我履行

全体会员国赋予我的职责的任何会 员国对抗
,

不管它是一个大国还是一 个小

国
。 ” ¹ 当时美国也想借助联合国建立世界新秩序

,

美国表示 自己的军队要在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采取预防性外交方面承担更大的使命
,

美国的行动要成为

国际社会更广泛干预的催化剂
。 º 在这种背景下

,

就有了加利的《和平纲领》
。

3
.

第二代维和行动 的转 向及其受挫

另一典型事件是联合国在索马里 的维和行动
、

为
一

了应对索马里因内战引

起的人道主义灾难
,

联合国于 19 9 2一 19 95 年实行了两期维和行动
。

第一期的

主要 目标为挽救生命
,

维护索马里各邻 国的资源
,

减少饥饿与暴力的恶性循环
。

这期维和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

第二期主要是用武力保证国际贩灾活动
,

强

制解除国内冲突各派武装
,

组建警察部队
,

协助索马里重建经济
,

主持成立新政

府等
。

这些任务超过 了维和行动的传统范围
,

全 面介人了索马里内部事务 »

后由于维和士兵大量遇袭身亡
,

联合国部队被迫撤 出索马里
,

维和行动以失败

告终
。

国内有学者认为
,

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是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
,

是维

和行动的滑铁卢之役
。

¼

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维和行动偏离 了被主权国家认可的三

项规范
,

即中立
、

同意与 自卫的原则
。

这表明
,

联 合国在其新规范远不成熟之

前
,

不能轻易抛弃旧规范
,

规范的形成
、

传播与被接受需要时间
。

联合国的优势

在于其中立地位和其规范的普适性
,

它不能过于倾向某大国的新观念
。

如果要

发挥规范的作用
,

在建构规范的过程中
,

权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

有时甚至不是最

重要的因素
。

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采取的维和行动也颇有研究意义
。

冷战时期
,

联合国

没有机会在欧洲从事维和行动
。

冷战结束后
,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生了不少 民

族冲突
。、

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所伴随的多场血腥的民族冲突
,

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关注
。

联合国 19 9 2 年成立保护部队
,

开始执行维和任务
。

19 9 5 年根据安理

J 加利
:
《水不言败

:
加利回忆 录》

,

第 27 贞
、

º 宫少朋
、

朱立 群
、

周启朋主编
:
《冷战后 的国际关 系》

,

北 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 9 9 年版
,

第 81

同 卜朽
.

第 327 一 329 贞
〔
、

门洪华
:
《和平的纬度

:
联合 IFj 集体安全机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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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会决议
,

前南地区维和部队被一分为三
,

改组为驻波黑联合国保护部队
、

驻克罗

地亚联合国恢复信任行动部队和驻马其顿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
。

其中后两

支维和行动部队因格守维和的基本原则而获得了成功
,

尤其是在马其顿的预防

性部署部队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预防性外交的试验
,

也是联合国首次向没有

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非联合国会员国 (马其顿 自宣布独立 以来当时尚未得到国

际上的普遍认可 )派出维和部队
。

¹

在波黑的维和行动由于得不到塞尔维亚族的合作陷人了困境
。

于是
,

安理

会通过决议允许北约介入
,

使用空中支援手段协助维和部队保护安全区
。

北约

渐渐控制了波黑的局势
,

19 95 年底联合国维和部队彻底 向北约执行部 队移交

了权力
。

从以上三个案例的分析可 以看出
,

联合国要有效地维持和平与安全
,

必须

区分面对的是外部侵略
,

还是民族冲突 ;是由秘书长指挥维和部队
,

还是由大国

主导的多国部队实行维和行动 ;是维持和平
,

还是强制和平 ;失败后是由联合国

承担责任
,

还是由大国承担责任 ? 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损害联合国的声誉
,

过

高的期望值一旦无法实现将使人们对联合国的认同走 向反面
。

到 目前为止
,

如

何在一个主权 国家为主 的世界 召集和指挥一 支部 队
,

仍然是联合 国的致命

缺点
。

º

联合国在维和领域如此大规模和深人的拓展
,

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

没有大国的认 同是不可能实现的
。

维和行动的经验教训
,

恰恰说明了权力分配

的限度和国际规范的重要性
。

即使有足够的权力支持
,

偏离国际规范和中小国

家的认同
,

维和行动还是走向了失败
。

国际规范的结构虽然是隐性的
,

但并不

是可有可无的
。

仔细研究国际规范结构的局限
,

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国际制度能

做什么
,

不能做什么
。

4
.

联合 国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

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
。

所谓挑战
,

其含义

是 : 一
、

霸权结构对联合 国的影响 ;二
、

国际权力格局中第二梯队新 兴大 国的

¹ 官少朋
、

朱立群
、

周 启朋 主编
:

《冷战后 的国际关系》
,

第 330 页
。

º 爱德华
·

勒克
:
《美 国政治与国际组织》(裘 因

、

邹用久译 ) ,

北 京
,

新华出版社 20 01 年版
,

第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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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对安理会构成形成的挑战
。

就霸权结构与联合 国的关 系这一方面而言
,

霸权与制度实际 上有两面性
,

一方面是霸权国在建立和维持制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霸权国并不总

是遵守制度
,

霸权国关注的是霸权结构的稳定而不是国际和平
,

因为维护霸权

体系与维护联合国制度的有效性不是一回事
。

美国在冷战后对联合国的工具

理性态度越来越明显
,

对其有用则强化之
,

对其不利则抛弃之
。

美国凭借实力
,

不断在联合国改革上做文章
,

从机构改革到会费问题
,

从联合 国的规范到秘书

长人选
,

都显示出联合国承受的来 自霸权结构的压力
。

其次
,

德
、

日等二战战败国的重新崛起是明显事实
,

它们要求改变二战所形

成的国际秩序
,

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呼声 日切 从策略 卜看
,

它们之

所以选择不去挑战联合国体系
,

一是因为霸权结构的存在 ; 二是它们认为接受

联合国规范符合 自己的国家利益
。

因此
,

安理会如何既反映大国权力分配
,

又

能保证效率从而成为一大难题
。

权力结构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 系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
。

奥兰
·

扬

认为
,

从广义上说
,

权力分配越对称
,

开始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就越困难 ;但 一 巨

它得以形成
,

其有效性也越高
。

权力对称使得社会体系内为数众多的成员间达

成协议成为必需
,

从而提高了形成规制的交易成本
。

但 与此同时
,

对称又确保

了任何 个体都无法掌握足够的权 力去藐视制度安排或对通行的制度安排进行

改变
。

」卜对称性则起到相反的效果
:

严重的非对称性产生出权力精英 (在极端

情况下即为独裁者 )
,

可以把制度强加给其他社会成员
,

从而使得制度的形成

相对容易 ; 但这种非对称性又会降低制度的有效性
,

因为它允许团体 中的一些

成员可以无视制度的指令 (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其 目标 )
,

从而会引起其

他成员的不满 ¹

非国家行为体的扩张与全球治理问题也对联合国提出 了挑战
,

当前 国际

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国际体系进程 的复杂化程度加大
。 º 各种非 国家行为

体数 目剧增
,

互动频度加大
,

其涉及的领域和施加影响的方式也多样化
。

它们

雪
奥兰

·

扬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棘手案例 与关键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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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的有效性
:

以联合国为例

参与议程设定
、

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
。

¹ 非 国家行 为体既是新 的权力 因素
,

也

是新的规范的提供者
。

它们力图打破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
,

使自己的声音上

升为新的国际规范
。

联合国 自身作为一种非国家行为体
,

它同样既是国际规范

的产物
,

也是新国际规范的来源
。

不过
,

作为非国家行为体 的联合 国
,

其基本单

位是国家
,

因此非国家行为体等社会性力量对联合国影响的增大究竟是促进还

是削弱了联合国的有效性
,

这仍有待观察
。

联合国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涉及规范的延续与转变
。

《联合国宪章》从制订

之时起就充满了争议
。

发展至今
,

《联合 国宪章》有过几次小的修改
,

主要是关

于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经社理事会理事国数 目等非实质性问题
。

但冷

战结束后
,

对联合国改革的要求既有技术性的
,

更有规范性的
。

安南秘书长在

20 0 5 年 3 月 21 日向第 59 届联大提交了题为《更大的 自由
:
为人人共享发展

、

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改革报告º
,

呼吁关 注人类安全
,

制定使用武力标准
,

定

义恐怖主义
,

提升人权地位
,

这意味着要联合国进一步强化限制 国家主权的规

范
。

姑且不论这些要求能否实现
,

但从其被提上议事 日程来看
,

有可能对国家

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

也对联合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形成严峻的考验
。

因此
,

联

合国的改革反映了某些新的观念力图上升为国际规范的趋势
。

联合国又走到

了十字路 口
。

五
、

结 论

通过对于联合国的产生背景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际权力格局下的

行为比较
,

我们发现联合国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决定其有效

性的
,

除了国际权力结构外
,

还有大国认 同度 的高低
。

在国际权力不均衡和大

国认同度低的情况下
,

基本上很难存在有效的国际制度
,

即使是 既存的国际制

度
,

也可能会因为其有效性的缺失而以失败告终
,

国联是其例子
。

而在权力较

为均衡时
,

即使大国的认同度仍然不高
,

既存的国际制度仍然能发挥一定的作

¹
1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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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用
,

如冷战时期的联合国
。

当对构成国际制度的主要国际规范认同度较高的时

候
,

即使国际权 力不均衡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仍然可 以得到保证
,

甚至可 以在部

分议题上发挥很高的活力
,

这是冷战后联合国有效性提高的根本原因
。

但是
,

在不均衡的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下
,

特别是在霸权结构下
,

大国和霸权国对于国

际制度所带来的压力又时常显著地降低其有效性
,

当前联合国所遇到的最大挑

战即源于此
。

可 以推断
,

在国际权力分配均衡
,

大国对构成制度的国际规范认

同度高的情况下
,

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是最高的
,

但这一推测 目前缺乏有力的实

证证据
,

我们 只能从逻辑上推导或者在特殊情境下进行有限的验证
。

在本文的研究工作 中
,

大国的认同被化约为构成制度本身的国际规范的属

性
。

研究发现
,

由于制约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的内在属性不同
,

使得大国在接

受
、

建立起对它们的认同时难度不同
。

一般来说
,

相 比规范性认同而言
,

大国更

容易建立起对制约性规范的认同
。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

随着大国对某些制约

性规范认 同的提高
,

也有可能接受在这一规范基础上 所发展起来的规范性认

同
。

当然
,

这只是出于研究的方便对于现实的简化而得到的结论
,

在现实世界

中这样的简化必然有较大的偏差
,

因为事实 上对大国规范认同的影响因素是非

常复杂
。

不过
,

这样的简化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规范的建立和改变如何影响国

际制度的效力是有帮助的
。

作为重要国际制度的联合国
,

是战后人类在维护世界安全与和平的问题上

的一次政治创新
,

在一定程度上使 人类摆脱 了国家间的丛林状态
。

即便是在

2 0 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权力 斗争中
,

联合国仍发挥了国际制度的

独特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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