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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弹指之间，三十八载春秋已经过去了。
三十八年来，国际形势波澜起伏，外交环境风云变幻，世界格局与联合国自身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联合国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制约，焕发出新的活力。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多边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以及国际法律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联合国是国际行为合
法性的源泉。
尽管它在诸多领域尚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作为世界上代表性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其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可以替代。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中国在联合国所处的地位、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理念以及与联合国的关系也发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从浅到深、从少到多、日益扩大的过程。
在初始阶段，联合国是新中国面向世界、面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讲坛。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
90年代，联合国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中心舞台。
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不断为争取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另一方面，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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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弹指之间，三十八载春秋已经过去了。
　　三十八年来，国际形势波澜起伏，外交环境风云变幻，世界格局与联合国自身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联合国打破东西方对峙的制约，焕发出新的活力。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多边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以及国际法律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实施者和监督者，联合国是国际行为合
法性的源泉。
尽管它在诸多领域尚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作为世界上代表性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其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可以替代。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中国在联合国所处的地位、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理念以及与联合国的关系也
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从浅到深、从少到多、日益扩大的过程。
在初始阶段，联合国是新中国面向世界、面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讲坛。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
90年代，联合国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中心舞台。
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不断为争取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另一方面，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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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要求和期待各不相同。
美国希望中国能分担其霸权治理的成本，欧洲要求中国在非洲发展、人权、能源、环境领域增强与欧
盟的合作，但两者都要求中国在国内民主法治建设上向西方模式靠拢。
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期待中国能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维护它们的权益。
而新兴发展中大国与弱小贫穷国家对中国责任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
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一方面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要求中国明确表态支持；另
一方面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提升中国等少数国家的投票权表示出失望和不满。
中国权利和义务的上升势必要求中国加大与发展中大国的协调。
部分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或刻意夸大中国的国际作用和责任，或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
。
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建设中协调各方利益的难度。
第二，“中国国际责任”的兴起是外部压力和内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考验着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能力。
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讨论直接源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部地位和实力的上升，中国对于维护现行体系
的稳定正起到战略性的作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为例，近年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但同时
中国又是全球能源和各种原材料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经
济过度依赖出口也导致了中国与许多国家的贸易纠纷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关乎全球生态环境能否良性变化，也关系
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的健康与否。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社会体系改革速度，导致内部不和谐因素日益
凸显。
②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
渡的敏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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