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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联合 国 维 和 行 动 的 性质 在过去 2 0 年 间 发 生 了 深 刻

的 变 化 , 在这种 变 革 中 , 中 国 的 立场 也有 所 改 变 , 中 国参 与 维和 的 动

力 正在 增 强
, 由 此创造 了 一个 多 赢 的 局 面 。 中 国在 不干 涉 与建设 性参

与 的 原 则 指 导 下 , 开 始建构其 维和行 动 的 框架 , 但 是随着 维和 任务 变

得不 断复 杂 , 中 国参 与 维 和 与 和 平建设 的 未来立场 需 要 站在全球 的 安

全 与 稳定 、 受援 国 的未来 以及其 自 身 的 发 展之上 , 由 此 才 能更好地应

对 2 1 世纪 的 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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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 全分析

专 家 ,

“

更 安全世 界
”

(
Ｓ ａｆｅ ｒｗｏｒｉｄ

) 中 国项 目 主 任 。

－

引言

维和任务的性质在过去 2 0 年中 已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 联合 国成立 的

前几十年中 , 维和任务基本都具有以下五种主要特征 ： (
1

) 联合 国只 有

在冲突各方商定停火并同 意时 , 才会派遣维和部队 ；
(

2
) 维和 的主要 目

的是分离交战双方 ； (
3

) 维和部队的派遣整体规模相当小 ； (
4

) 维和部

队只配备轻型武器 , 关键时刻才使用武力 ； (
5 ) 维和部 队的绝大多数人

员是 由 西方发达 国家派出 。 如今 , 维持和平与 以 往差别很大 ,
主要表现

在
：
维和越来越多地介人到 国 家内部冲突 , 有时 , 甚至介人冲突 中 国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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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任务更加的繁重 , 武装部队配备更多重型武器 ； 冲 突各方往往不能达

成停火协定 ； 维和任务不只是包括干预交战双方 ,
还包括保护平民 、 改革

安全部 门 、 解 除武装力量 、 建设机构 等其他任务 。 为 了认 同新 的原则 ,

“

和平建设
”

和
“

责任保护
”

最终被加人到议事 日程 中 , 在此原则的指导

下 , 所有的人理论上都认同无辜平民应得到 国际社会的保护 。
？ 因 此 , 维

和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 、 复杂和危险 。 尽管现存 的维和任务很繁重 , 但是

世界各地的维和任务仍然在不 断涌现 。 目 前 , 全球性 的维和 任务共有 1 5

个 , 总人数达到近 1 2 0 0 0 0 人次 , 另 外 , 联合 国维和行动部还领导了 1 6 个

维和任务
,
共计 1 2 2 0 0 0 人 。

？ 运作这些任务 的总成本很大 , 从 2 0 1 1 年 7

月 1 日 至 3 0 日到 2 0 1 2 年 6 月 , 核定耗费总额超过 了
7 0 亿美元 。

＜ 3 ＞ 虽然西

方大国仍然分担了维和行动的大部分费用 , 但是也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承担

这部分军队开支 , 在它们
“

退 出
”

被维和国家 时 ,
这些贫穷 国家必须 自

己填补这部分的费用空缺 。

联合国维持和平演进的同时 , 中国的维和立场也在变革 。 2 0 世纪 7 0 年

代 , 中国拒绝就维和行动的表决投票 ；

2 0 世纪 8 0 年代到 9 0 年代 , 中 国 的

态度逐渐改变 , 最终从 1 9 9 9 年起 , 中国开始积极参与维和任务 。
④
中 国的

维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
反映出 中 国在不断提高维和任务的参与度 。 中 国

从 1 9 8 9 年才开始有维和人员 , 可是截止到 2 0 1 1 年 8 月 , 中国共参与 了联

合 国 1 2 个维和任务 , 总计派 出 1 9 2 5 名 维和人员 。
？ 虽然 中国在世界各地

维和人员 的数量远 远低于其他 国家 , 比如 , 孟加拉国 (
1 0 6 5 4 人 ) 、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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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8 4 2 3 人 )

？ 和 巴基斯坦 (
1 0 6 2 6 人 ) ,

？ 但是在世界最 大部 队派遣 国

中 , 中 国 目 前排名 为第 1 5 位 , 中 国 是联合 国安理会 (
ＵＮＳＣ

)
五个常任

理事国 中派出 维和人员 最多的 国家 。 在联合 国维和行动财政贡献力方面 ,

中 国是继美 国 、 日 本 、 英 国 、 德国 、 法 国和意大利之后 , 排名第七位的 国

家 。
③
中国政府于 2 0 0 0 年 8 月 在河北省设立 了维 和 民事警察培训 中心 ,

并于 2 0 0 9 年 1 1 月 在北京市怀柔区建立了新的维和 中心培训维和人员 。 通

过这些行动 , 中国进一步提升 了其维和 的质量 。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断进行

国际交流 , 并与联合国维和任务部合作开展专业维和培训 。

二 中国参与维持和平的动因 , 谁将从中受益

中国和西方的专家们指出一系列复杂的 因素激励着中 国参与维和
,
这

些因素对成本
一

效益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

中 国参与维和的第一受益人是中 国 自 己 。
一些专家认为 , 中国将支持

维和作为其应对多边 ( 不是单边的 ) 全球安全挑战 的解决方案 。
④
中 国参

与维和不仅扩大了中 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力 ,
而且保证了其关于联合 国干预

行动是否合法的意见被联合国听取并在决策时有所考量 。 这种参与也使中

国不仅在整个联合国系 统中取得较高的声誉 ,
而且还能够在其他领域取得

外交收益 。

中国参与维持和平也源于国际社会对中 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认同 。

世界的稳定 、 安全 、 和平与 中 国 的发展息息相关 。 联合国维和行动对 中国

有利 ,
因为维和行动是

“

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
＂

。
⑤

中国参与维和 , 提髙了中 国作为一个富有建设性 、 负责任的大国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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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地位 。 中国政府想要 向世界展示 中国 可 以分担维护 国 际安全的重

担 。 此外 , 赵磊强调 , 中 国 已 经采取具体行动来证明 中 国
“

和谐世界
”

的构想不是
一

个空 洞 的 口号 。
？ 中 国政府希望中 国 与非洲的合作被看作是

南南合作伙伴关系 , 而不是商业关系 , 这可能是中 国在非洲特别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 。

总体上 , 维和行动有利于 中国的经济发展 ： 在中 国的银行和商业 团体

投资较多地区 , 维和人员 在推动和平与 恢复地 区稳定方面做 出 了 很大贡

献 。 维和人员 还改善了与许可维和任务 国家的双边外交关系 , 反过来又推

动 了商业关系 的发展 。 在某种程度上 , 中 国利用联合 国维和行动来保护其

在国外的战略利益 , 尤其是在
“

对满足中 国能源需求至关重要的
”

国家

中 。
② 出现在资源丰富 国家的 中 国维和人员 , 如刚果民 主共和 国和苏丹 ,

就很好地证 明了这一观点 。 然而 ,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 中国在西撒哈拉和

海地的维和行动充分表明 了 中 国不只派遣维和人员 到资源丰富 的国家 , 也

在贫 困地区执行维和任务 。 此外 , 维 和人员 没有资源的 战略优先使 用权 ,

而且往往是经济关系走在中国维和承诺前列 。 中 国参与维和有利于其军事

发展 。 首先 , 中 国 由 于反海盗活动而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 , 带来了不少运

作效益 。 中 国参与维和任务有助于其军事的现代化建设 ,
军事现代化是武

装力量的主要优势所在 。 其次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 国境外派遣军队的能

力有限 , 而且缺乏运作和实战经验 ,
而维和行动则为 中 国军队提供了重要

的实战经验 。
？ 再次 , 维和行 动意味着 达成 了非战争军事行动 的 军事 目

标 。 最后 , 维和任务使中 国与其他国家军事联系更加紧密 , 为加强中国与

其他国家军事合作和建立互信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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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维和 系统是 中 国参与维持和平的第一个外部受益者 。 首先 , 中

国对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贡献越来越大 , 有助于解决联合国 的维和人员供不

应求的问题 。 通过提供工程师 、 运输营和野战医 院 , 中 国贡献了联合国特

派团执行其任务时急需的 、 稀缺 的资源 。 中 国处理脱离接触观察部队的方

式与联合 国安理会内西方成员 国处理的方式相 比
, 显得尤为重要 。 其次 ,

中国参与维和整体上提髙 了维和行动的形象 , 在当地民众和政治精英们的

眼 中 , 维和任务 的合法性是任务成功的关键 。 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积极

参与维和任务 , 有助于提高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命令使用武力派遣部队时决

策的合法性 。
？ 此外 , 中 国是一个 曾经饱受殖民统治和剥削 压榨 的发展 中

国家 , 这一心酸历史有助于消除 当事 国忧虑 。
■

然而 , 归根结底 , 最重要的是 , 中 国对维和的贡献对饱受冲突 、 骚乱

和暴力威胁的人 民的生命和生计 的影响 。 中 国工程营和 医疗单位通过开发

项 目 , 如建设或改善基础设施 、 学校 、 医院 , 或提供医疗援助 以及提供
一

些至关重要的援助 , 解决了 曾 受或仍受冲 突影响 的脆弱 国家的迫切需要 。

自 1 9 8 9 年在联合 国 的号召下首次派遣维和人员 以来 , 据估计 , 中 国维和

人员共建成或修复 8 0 0 0 千米道路 、 2 3 0 多座桥梁 , 拆除 8 7 0 0 个地雷和爆

炸物 ,
运送 4 3 0 万吨以上的货物 , 并为 6 0 0 0 0 例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 。

？

此外 , 在社会治安很 薄弱或者是 根本无治安 的 复杂 、 艰难 的环 境

中 , 中 国维和人员 不仅对 维持治安和 培训 当 地警察部 队做 了很大 的 努

力 , 同 时也为普通公 民的 生命安全做出 了宝贵 的贡献 。 操作上 , 中 国维

和人员很敬业地完成了所有任务 , 并因为他们 出色的工作而受到 了很髙

的赞誉

①Ｇ ｉ ｌｌＢ ａｔ伤ａｎｄＨ ｕａｎ
ｇＣｈ

ｉ ｎ
－Ｈ ａｏ , 

“

Ｃ ｈｉ ｎａ
,

ｓＥ ｘｐａｎｄ ｉｎｇＲｏ ｌｅ ｉｎＰ ｅａｃ ｅｂｕ ｉｌｄ 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ｓａｎｄ

Ｐ ｏｌｉｃ ｙ
．

”

②Ｍ ｉｎ ｉｓｔｒ
ｙ

ｏｆ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 ｏ
ｐ

ｌｅ

＇

ｓ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ｏ ｆＣ ｈｉ ｎａ
, 

“

Ｃ ｈ ｉｎｅｓｅｂｌ ｕｅ ｈｅ ｌｍｅ ｔｓｒｅ
？

ｎｏｗｎｅ ｄａ ｓｄｅ ｖｏ ｔｅｄｐｅ ａｃ ｅｋｅｅｐｅ ｒｓ ,


“

Ａｐｒｉ ｌ 2 6
,

2 0 1 0
 ；Ｊ ｉａ ｎｇＺ ｈｅ ｎｘｉ ,

”

Ｃ ｈｉｎａ
＇

ｓＰａｒ ｔｉｃ ｉｐａｔ
ｉｏ ｎｉ ｎＵ Ｎ

Ｐｅ ａｃｅｋｅｅｐ 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

ｐ
ａ
ｐ
ｅｒｐ ｒｅ ｓｅ ｎ ｔｅｄａ ｔｔ

ｈｅＣｈ ｉｎａ
－Ａｆｒ ｉｃａＣ ｉｖ 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ｕ ｍｏｎ

Ｐｅ ａｃｅａｎｄ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 Ｊｕｎｅ 2
－

4
, 2 0 1 0 ．

③ 例如 ,
2 0 1 0 年 3 月 , 利 比里亚总统 埃伦 ？ 约翰逊 ？ 瑟利夫 (

Ｅ ｌｌ ｅｎＪｏ ｈｎｓｏｎ
－

Ｓ
ｉ ｒｌ ｅａｆ ) 称 赞

中 国 维和人员为利比 里亚的安全与和平作 出 了巨大贡献 。
中国 维和人员帮助当 地社 区建设基础设

施 , 并 提供医疗服务 , 对西非 国家的战后重建和发展也作 出 了很大贡献 。





中 国在联合 国维和行动 中 的角色构建 7 9

三 不干涉与建设性参与

中 国参与维和 的范围受到限制 , 中 国 尚未对维 和任务派遣作战部 队 。

究其原 因 , 中 国 目前不愿 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参与和平行动 , 因为大多数中

国人把直接参与视为违反中 国 不干涉他 国 内 政 、 尊重他国 主权原则 的 表

现 。 中 国派遣军队到交战的最前线时很局促不安 , 它不愿意被看到使用武

力 , 而且缺乏使用武力 的经验 , 这些表现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此说法 。 早

在 2 0 0 8 年 , 中 国领导人公开宣布会派遣作 战部队 , 分析人士指 出 中国 不

久后很可能会在维和行动 中派遣作战部队 。
？ 作为更广层面维和任务的一

部分 , 中国军队也很有可能在更大活动范围 内采取行动 , 然而 , 中国 尚未

落实裁军 、 复员 、 安置 (
ＤＤＲ

) 和小型武 器在 冲突后 国家 的 管制方案 。

中 国在刚果 ( 金 ) (
ＤＲＣ ) 训练军队 , 因此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是安全

部门改革 (
ＳＳＲ

) 的一个参与者 , 然而这种援 助仅 由 单方提供 , 非常不

透明 。 中国 目前不愿意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合作 , 更不用说公开地与联合 国

驻刚果 ( 金 ) 稳定特派团 (
Ｍ ＯＮＵＳＣＯ

) 分享信息了 , 这暗示着 中国参与

维和行动可能并非始终如他人所愿的那样
——都是合作的 。 随着中 国在复

杂的多边努力下变得更有 自信 , 这种情形可能会改变 。

虽然中 国在维和 的立场上 已经发生了改变 , 但是中 国支持维和行动的

前提是坚持三项原则 ( 即 征求 当事 国 的许可 、 公 正对待 、 除 自 卫外不使

用武力 ) ,

② 这仍然是中 国与 国 际社会其他 国家争论 的焦点 。 目前 , 中 国

仍然坚持维和部 队的派出必须 以联合 国授权和 当事国同意作为前提 。 但是

如果 当事国不顾 自 身政权的合法性 , 如大规模 的屠杀民众 , 或进行领土清

洗 ； 或当事 国政权仅有微弱的力量却声称代表所有政党的意愿来 终止冲

突 ； 或者是政府 已 经崩 溃 , 就如 同 索马里情形
一

样 ,
这 时候问题就出 现

①Ｍ ｉｗａＨ ｉｒｏｎｏａｎｄＭａ ｒｃＬａｎｔｅ ｉｇｎｅ , 
“

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ＵＮＰｅａｃｅ ｋｅｅ
ｐ

ｉｎｇ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Ｐｅ ａｃｅｋｅｅ

ｐ
？

ｉｎ
ｇ

, Ｖｏｌ
．

1 8
, Ｎ ｏ． 3 ,  2 0 1 0 ,ｐ

．
 2 4 5 ．

②Ｐｏｓ ｉｔ
ｉ ｏｎＰａ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ｅ ｏｐ

ｌｅ

＇

ｓＲｅｐｕ
ｂ ｌ

ｉｃ ｏ ｆＣ ｈ ｉｎａ , ａ ｔｔｈｅ 6 6 ｔｈＳｅ ｓｓ ｉ ｏｎｏｆｔ
ｈｅＵｎ ｉｔｅ 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 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 ｒ 9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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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当事国许可的严格解释将意味着 ： 这些 国家可 以否决干预 。
① 而这与

保护责任 (
Ｒ 2Ｐ

) 原则背道而驰 , 保护责 任原则是 2 0 0 5 年开始实施 的 ,

其 中 中国也签署通 过 。 然而 由
“

至少在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
远

离 国家主权的强硬诠释
”

可 以看出 中 国立场的微妙变化 。
② 据 2 0 0 9 年进

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 , 约 4 3 ％ 的受访者赞 同可以在没有征得 冲 突各方 同意

的情况下派遣维和部队 , 由此调査显示出 中国公众的看法被加强了 。
③

联合国在刚果 ( 金 ) 的维和任务 , 最近给 中 国提 出 了一个有趣 的测

试
, 因为 中国必须在这个特定 的情形下 , 决定保护平民的责任是否可以取

代 当事国的许可 。 在 2 0 1 0 年 , 刚果 ( 金 ) 政府要求联合 国部队在 2 0 1 1 年

8 月 底离开该 国 ,

？ 2 0 1 1 年 5 月 , 刚果 ( 金 ) 政府重 申对联合 国维和部队

撤 出 境 内 的要求 , 尽 管是 以一 种循序 渐进 的方式 。
？ 严 格地说 , 刚果

( 金 ) 维和任务已经失去 了当事国的全力支持 , 然而广泛而暴力 的侵犯人

权的行为仍然盛行 。 为 了避免在突然撤 出维和人员时引发危机 , 中 国和其

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一

致投赞成票 , 决定从 2 0 1 1 年 6 月 开始将联合 国 刚

果 ( 金 ) 稳定特派团 的任务期限延长到一年以上 。
？ 我们可 以看 到 , 世界

上最大的维和部队一直在刚果 ( 金 ) , 最早要到 2 0 1 2 年 6 月 3 0 日 才会撤

出 。
？
中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重 申 刚果政府

“

承担在该国的安全 、 和平建

设和发展的首要责任
”

, 并
“

通过建立专业而可持续 的安全部队和法制 、

尊重人权 、 促进非军事解决方案作为 由 刚果和外 国武装团 体
‘

所构成 的

威胁
’

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鼓励刚果 ( 金 ) 政府继续

①ＷｕＺｈｅｎｇｙ
ｕａｎｄＩａｎＴａｙｌ ｏｒ

,


“

Ｆｒｏｍｒｅｆｕ ｓａｌｔｏｅｎ
ｇ
ａｇｅｍ ｅｎｔ

：Ｃ ｈ ｉｎｅｓｅｃ ｏｎ 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ｔｏ
ｐ

ｅ ａｃ ｅ
？

ｋｅｅｐｉｎｇ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
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 ｕｄ ｉｅｓ , Ｖｏｌ

．
 2 9

,Ｎｏ ．

 2
,  2 0 1 1 , ｐ

．  1 3 8 ．

② ＪｅｒｋｅｒＨｅ ｌｌｓｔｒＯｍ
,

“

Ｃｈｉｎａ
,

8ｒｏｌ ｅ ｉｎｔｈｅ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Ｒｅ
ｐ
ｕｂｌｉｃｏｆＣ ｏ ｎｇｏ ( ＤＲＣ ) ,

Ｍ

Ｓｗｅｄ 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 ｅ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Ａ
ｇ
ｅｎｃ

ｙ ( ＦＯＩ )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ｒ ｉｅｆ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 ｔａｓｅｍ ｉｎａｒｏ ｎ

“

Ｃｈｉｎａ
＾

ｓ

Ｒｅ ｓ
ｐ
ｏｎｓｅ ｔｏＳｅ ｃｕｒｉｔ

ｙＴｈ
ｒｅ ａｔ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

ｈｏ ｓｔｅｄｂ
ｙ ｔｈｅＢ ｒｕ ｓｓｅ ｌｓＩ 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ｏ ｆＣ ｏｎｔｅｍ

ｐ
ｏ ｒａｒｙＣｈ ｉｎａ

Ｓｔ
ｕｄｉ

ｅｓ ( Ｂ ＩＣＣＳ ) 
, Ｂ ｒｕｓｓｅｌ ｓ ,Ｍａｙ 1 7

－

1 9
,

2 0 1 0 ．

③ＺｈａｏＬｅ ｉ
,

“

ＴｗｏＰ ｉ
ｌｌａｒｓｏｆＣ ｈ

ｉ
ｎａ

＊

ｓＧｌｏｂ ａｌＰ ｅａｃ 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ＵＮＰｅａｃ ｅｋｅｅｐｉ
ｎｇ

Ｏ
ｐ
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Ｐｅ ａｃｅｂｕ ｉｌｄ ｉｎ

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
ｐ

ｉｎｇ , ＶｏＬ  1 8
, Ｎｏ．

 3
,

2 0 1 1 ,

ｐｐ
．
 3 4 9

－

3 5 0 ．

④Ｕｎ
ｉｔ
ｅｄＮａ

ｔ
ｉ ｏｎｓＮｅｗｓＣ ｅｎ ｔｒｅ ,

“

Ｕ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ＤＲＣ ｏｎｇｏｃｒｕｃ ｉａｌｄｅｓ
ｐ

ｉ
ｔｅｃａ ｌｌｆｏｒｅａｒ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ｓａｙ＾
ｒｅｌｉ ｅｆｃ ｈ ｉｅｆ

,

＂

Ｍａｙ 3
, 2 0 1 0 ．

⑤Ａ ＦＰ ,

“

ＤＲＣ ｏｎ ｇｏｃ ａｌｌｓｏｎＵＮｔｏ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ｐ

ｅ ａｃ ｅｋｅｅｐｅ ｒｓ ,

“

Ｍ ａｙ 1 8 , 2 0 1 1
,

⑥Ｕ ＮＳｅｃ 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
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1 9 9 1
, Ｊｕｎｅ 2 8 , 2 0 1 1

．

⑦Ｉｂｉ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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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保护平民
”

。
？ 刚果 ( 金 ) 事件再次表明 ： 在特定情况下 , 中国 在

当事国同意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方面 , 愿意延伸其外交政策的信心 。

四 幵始建构和平 ？

2 0 0 0 年 , 由阿尔及利亚前外长拉赫达尔 ？

卜拉希米领导的 髙层专家

组发布 了
一

份报告 , 在该报告 中提出 了
一些建议 , 例如 , 采用多元化 的方

法来维持和平 , 包括培训 当地警察 、 加强冲突后的法律机制建设 、 做好裁

军 、 复员和前作战人员 的安置以及促进人权进步 。
② 这份报告标志着

“

传

统维持和平的转变
”

。
③ 同 时该报告还意识 到 , 国 家需要有长期的和平与

安全纲领来指导其运用积极的 、 灵活的 ( 最重要 的 ) 战略途径 , 这种途

径不仅仅只是维持和平 , 重点应为长久的和平 与安全奠定基础 。

“

建设和

平
”

即
一个使用更广泛 的安全 、 民 事 、 行政 、 政治 、 人道主义 、 人权和

经济手段与干预措施 , 在冲突后国家建立可持续的和平基础 。 过去 , 中 国

政府不是公然反对多边任务 , 就是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 。 中 国政府认为

这种行为会严重干扰 ( 现在仍然被 中 国政府看作 ) 各 国 的 内政和主权。

今天 , 中 国决策者正重新适应官方立场 ,
呼吁

“

传统理论 , 如冲突预防 、

纠纷调解 、 危机管理和 冲突后 和平建设等方 面 的发展 和创新
”

,

④ 但是 ,

另 一些学者认为 , 国 际和平建构行动 , 应与中国全球和平参与战略的维
ｆ
ｎ

行动齐头并进 。
⑤

？

有 中国学者认为 , 通过其维和行动 ( 建设道路或其他基础设施项 目
,

①ＵＮＳｅｃｕ ｒ
ｉ
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Ｒｅｓｏｌ ｕｔ ｉｏｎ 1 9 9 1 , Ｊｕｎｅ  2 8

,
 2 0

1 1 ．

②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 ｓ
ｔＲｅｐｏｒ 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ｏｎＵｎｉｔｅ ｄＮａｔ ｉｏｎｓＰｅａｃｅ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ｏｎｓ , Ａ／ 5 5 ／ 3 0 5 
－

Ｓ／

2 0 0 0 ／ 8 0 9 ．

③ＷｕＺｈｅｎｇｙｕａ
ｎｄＩａｎＴａｙｌｏｒ

,


＂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ｔ
ｏｅ ｎ讲ｇｅｍｅｎ ｔ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ｅａ

ｃｅ
？

ｋｅ ｅｐ ｉｎｇｉ ｎＡｆｒ
ｉ
ｃａ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 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2 9

, Ｎ ｏ． 2
, 2 0 1 1

, ｐ
．  1 4 0 ．

④Ｍｉ ｎ ｉｓｔｒ
ｙ

ｏｆＦ ｏｒｅ ｉｇｎＡｆｆａｉ ｒｓｏｆ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Ｒｅ
ｐ
ｕｂｌｉ 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

,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Ｖｉ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 ｉｎｉｓｔ ｅｒＨｅＹａｆｅ ｉａｔ ｔｈｅＯ
ｐ
ｅｎｉｎｇ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Ｐｅａｃ ｅｋｅｅ

ｐ
ｉｎｇＯｐｅｒａ

－

ｔｉｏｎｓ
,

”

Ｎｏｖ ｅｍｂｅ ｒ 1 9
’ 2 0 0 9 ．

⑤Ｚｈ ａｏＬ ｅ
ｉ ,

＂

ＴｗｏＰｉ
ｌｌａ ｒｓｏｆＣ ｈ ｉｎａ

＇

ｓＧｌｏｂａ ｌＰｅａｃ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 ｔＳｔｒａｔ
ｅ
ｇｙ ：Ｕ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

ｎｇ

Ｏ
ｐ
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ｅａｃ ｅｂｕｉｌｄ

ｉ
ｎｇＯｐ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
ｐｉ
ｎｇ

ｆＶｏＬ 1 8 , Ｎ ｏ．
 3

,

2 0 1 1
, ｐ ．

 3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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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医疗保健或开采煤矿 ) , 中 国 已经参与和平建设 。
？ 在不认 同这些行

动的情况下 , 赵磊认为 , 实际上 中 国 既需要大幅
“

增加在维和任 务中 和

平建设的份额
”

, 又需要在维和活动外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
② 这似乎已 经

成为官方政策 , 胡锦涛主席在 2 0 0 5 年正式公开采纳
“

全面的 战略具有预

防 、 重建和平 、 维持和平及冲突后重建的特点
”

的思想 。
③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大会第 6 6 次会议文件 中重 申
“

中 国会
一如既往地支持联合国

在冲突后国家和地区的重建 、 建设和平委员会 (
ＰＢＣ

) 以及建设和平基金

(
ＰＢＦ

) 工作中的 主导作用
”

。
④

在建构和平的大多方面 , 国际对巩固和平 目 标和避免武装冲 突方面 已

经有 了广泛的认同 。 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达成这些 目标最有效 的手段 , 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 赵磊指 出 , 尽管西方国家打着 自 由 民主 的原则参与和平

建构 , 但是中 国政府认为每个国家都有 自 己 的优先权 ： 冲突结束后未必是
“

需要
”

立即推进民主制度 , 正相反 , 冲 突后国家应把经济发展 ( 如减少

贫 困人数 、 解决失业问题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 作为首要任务 , 这也是

奠定和平基础的关键领域 。
⑤ 早在 2 0 0 1 年 , 中 国常驻联合 国副代表认为 ,

贫穷常常引 起动荡 , 因 此和平建设的 长远 目 标必须是
“

消 除贫 困 , 发展

经济 , 使人民过上和平 富裕的 生活
”

。
⑥ 通常中 国处事的方法过分地 以 国

家为 中心 , 认为
“

工作 的重点应该是加强相关的 国家能力建设 , 而不是

① Ｊｉａｎ
ｇ

Ｚｈｅｎｘ ｉ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Ｐ ａｒｔ ｉｃｉ

ｐ
ａｔ ｉｏｎｉｎＵＮＰｅ ａｃｅ ｋｅｅ

ｐ
ｉｎｇ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ｆｒｉｃ ａ

,


“

 ｐ
ａ
ｐ
ｅｒ

ｐ
ｒｅｓｅｎ ｔｅ ｄ ａｔｔｈｅＣｈ 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Ｃ 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
ｙＦｏ ｒｕｍｏ 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Ｂ ｅｉ

ｊ
ｉｎｇ , Ｊｕｎｅ 2

－

4 ,

2 0 1 0
；ＺｈａｏＬｅ ｉ

,


＂

ＴｗｏＰｉｌｌ ａｒｓｏ ｆＣｈ ｉｎａ
＇

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ａ ｃｅＥ 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ＵＮＰｅａ 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ｐ
？

ｅ 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ａｎｄ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ｅ ａｃｅ ｂｕｉｌ ｄｉ ｎ
ｇ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Ｖｏｌ ． 1 8
,Ｎｏ ．

 3
,

2 0 1 1
,ｐ

． 3 5 6 ．

②Ｉｂｉｄ ．

③Ｓ ｔａ ｔｅｍ ｅｎ ｔ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ｕＪｉ ｎｔａｏａ ｔｔｈｅＵＮ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Ｃ ｏｕｎｃｉ ｌ Ｓｕｍｍｉｔ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Ｓｅｐｔｅｍ

？

ｂｅ ｒ1 4
, 2 0 0 5 ．

④Ｐｏ ｓｉ
ｔ
ｉ ｏｎＰａｐｅ ｒｏ ｆ

ｔ
ｈｅＰｅ ｏｐ

ｌｅ

＇

ｓＲｅｐｕ
ｂｌｉ 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ａ ｔｔ

ｈｅ 6 6
ｔ
ｈＳｅｓｓ ｉｏｎｏｆ ｔ

ｈｅＵｎｉｔ 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 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9

, 2 0 1 1 ．

⑤ＺｈａｏＬｅｉ ,
“

ＴｗｏＰ ｉｌｌａｒｓｏｆＣ ｈｉｎａ
,

ｓＧｌｏｂａｌＰ ｅａ ｃｅＥｎｇａｇ ｅｍ ｅｎ ｔＳ 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ＵＮＰｅ ａｃｅｋｅｅｐ 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 ｎ 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
ｌｄｉ ｎｇＯｐｅｒａ

ｔ
ｉｏ ｎｓ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ＶｏＬ  1 8
, Ｎｏ．

 3


,

2 0 1 1
, ｐ ． 3 5 6 ．

⑥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 ｉｓｓ ｉｏ ｎｏｆ ｔｈｅＰ ｅｏｐｌｅ
＇

ｓＲ ｅｐｕｂｌ
ｉ 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ｔｏｔｈｅＵ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ｍｂａ ｓｓａｄ ｏｒ

ＳｈｅｎＧｕｏ ｆａｎｇ , Ｄｅｐｕ ｔｙＰｅ ｒｍａｎｅｎ ｔＲｅ
ｐ
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ｉｖｅｏ ｆＣｈ ｉｎａ ｔｏＵＮ 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ｕ ｒ ｉ

ｔｙＣ 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ｔｈｅＴｏｐ
？

ｉｃ ｏｆ
＂

Ｐｅ ａｃｅ －

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ｇ ： ｔ

ｏｗａｒｄｓａＣ 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 ｅＡｐｐｒｏ ａｃ ｈ
＂

, Ｆｅ ｂ ｒｕａ ｒ
ｙ

5
,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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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 国家的领导立场
”

。
？ 简而言之 , 中 国的观点是直接的政府间 的支持 ,

这样的话 , 就只给民间社会 留有少得可怜 的空间 。 中 国这种做法有其 自 身

的风险性 , 特别是当国家行为体本身是冲突行为的发起者时 ,
会以 中 央集

权 自上而下的方式压制安全建构 , 致使本来 已岌岌可危 的状况更加恶化 。

然而 , 自 由 民主化议程是西方建构和平的主导话语 , 有人可能会对 自

由 民主化议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 同样地 , 有人也可能会对纯经济方法的

严肃性提出疑问 。 在没有解决最根本 的政治 问题 ( 如掌控 国家者是否合

法 ) 的情况下 , 这些政治问题可能是引 发矛盾 的首要 因素 , 和 平真的 可

以被构建吗 ？ 最终 , 和平与稳定源 自 健康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健康的 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反过来又依赖于负 责任而合法的政治机构 、 法治和对所有

人都开放的经济发展的机会 。
② 与此相关的 中国学者和官员 还没有充分解

决的基本现实是 ： 中 国通过参与受冲 突影响 国家 的经济 ( 中 国购买可能

会引发冲突 的资源 , 或者向战争中的政府提供贷款 ) , 就会不可避免地对

他国政治产生影响 ,
两者息息相关 , 这并不表示 中 国必须干预他 国政治 ,

但必须对其经济行为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更为敏感 。

安全与发展的相互联系 巳经 日益密切 , 如 同前联合 国秘书长科菲
？

安

南 (
ＫｏｆｉＡ ｔｔａＡｎｎａｎ ) 所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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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③ 个体和社会推动繁荣与 经受不安全 、 暴力

之间有着紧密 的联系 。 不幸的是 , 和平的 目 标并不总是能够保证和平的成

果 ,

一些出发点很好的发展计划实际上却可能会引发冲 突 , 两者有着明显

的界限 。 首先 , 冲突减缓发展 。 2 0 0 7 年 ,

“

更安全的世界
”

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 , 自 1 9 9 0 年以 来 , 非洲 国家花费在武装 冲 突上 的 资金达到 将近

3 0 0 0 亿美元 , 几乎等 同于其在 同
一 时期 内接受 的援助总额 。 冲突 和不稳

定减缓了发展 , 因为资金主要用于直接开支 ( 如 军费开支或基础设施 的

破坏 ) 和间接开支 ( 如投资迅速下降 , 资金外流 , 市场破坏 , 失业率上

①Ｚ ｈａｏＬｅ ｉ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Ｐｅａ ｃｅ Ｉｎｖ ｏｌｖ ｅｍｅ ｎｔ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Ａｎｔ

ｉ
－

Ｐ ｉｒａ ｃｙＥｆｆｏｒｔｓ ,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ｄｔ ｏｔｈｅＣｈｉｎ ａ
－

Ａｆ
ｒ
ｉｃａＣ ｉｖｉ

ｌＳｏｃ ｉｅｔ
ｙＦｏｒｕｍｏ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Ｂ ｅｉ
ｊ
ｉ ｎｇ , Ｊｕｎｅ 2

－

4
,

2 0 1 0 ．

②Ｓａｆｅｒｗｏｒｌｄ
,

“

Ｓａｆｅｒ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ｔｏｔｈｅＢｕ ｉｌｄ ｉｎｇＳｔ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ｖ ｅｒｓｅ ａｓＳ ｔｒａｔｅ ｇｙ ,

”

Ｓａｆｅｒｗｏｒｌｄ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Ｊ ｕｌ

ｙ 1 9
,

2 0 1 1 ．

③Ｔｈ 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ｙＵＮＳｅ 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 ｒａｌ ＫｏｆｉＡ ｎｎａ ｎ ｔｏ ｔｈｅＵｎ ｉ

ｔ ｅｄＮａ ｔ
ｉｏｎｓ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ｉ ｏｎｏｆｔｈ ｅ

ＵｎｉｔｅｄＫ ｉｎｇｄｏｍ ,Ｃｅｎ ｔｒａｌＨａｌ ｌ
, Ｗｅ ｓ ｔｍｉ ｎｓ ｔｅ ｒ

,Ｕｎ ｉ ｔｅ 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Ｊａｎｕａ ｒｙ 3 1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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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 显然 , 如果发展能成功地减少贫困人 口
, 就不得不首先解决暴力冲

突 的问题 。 如果缺乏安全和平的环境 , 发展计划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实现 。

因此 , 如果想要稳定并繁荣地发展的话 , 解决安全问 题 ( 如小型武器的

扩散或警务改革 ) 是必不可少 的 。 其次 , 如果发展的 目 标是为 了构建和

平 , 发展就必须对冲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 发展和 冲突是相互影响的 。 在

理想的情况下 , 影 响是积极的 , 它可 以解决冲突 的根源并促进持久和平 ,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 不 良 的发展举措实际上会加剧甚至引发暴力活动 , 埃

塞俄比亚阿米巴拉 (
Ａｍｉｂａｍ

) 灌溉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
？

五 结论和建议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解决受冲突影响 的脆弱 国家所带来的挑战 , 国 际社

会将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由 此引起的 国际安全和人道主义的挑战 ,
而且会

付出更大的代价 , 索马里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证案例 。 中 国的对外政策在不

断演进 , 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 , 为加强当前的 国际维和制度 ,

改善遭受冲突影响的脆弱 国家的 和平 、 安全 、 稳定和长期发展的 目标开辟

了新的途径 。 例 如 , 在索马里 ,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中率先呼吁派遣蓝盔

部队到索马里 。
② 这些改变反映了中 国在追求 自 身国家利益的 同时 , 愿意

承担更多的 国际责任 。 尽管 中 国对国际社会的干预权的解释还 比较狭隘 ,

但中 国认可 、 支持更强劲的 维和任务 , 也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 ( 包括使

用武力 ) 来保护平 民的人权 , 这一点说 明至少在达成一致意见基础上的

联合 国维和行动 中 ,

“

无论是在专项行动 中 , 还是在建立和恢复国家的具

体操作中
”

,
中 国的行动有助于

“

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

。

？

① 埃塞俄 比亚东北部的 阿瓦什河地区水资源稀缺 , 当地 的部族 , 尤其是 阿法尔 人和伊 萨人

常因 争夺水源而产生冲突 。 2 0 世纪 8 0 年代
,
埃塞俄 比亚进行 了

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 的善意尝试 ,

国际社会赞助埃塞俄 比亚建造阿米巴拉 (
Ａｍｉｂａｒａ

) 灌 溉工程 , 这样就可 以 利用有限 的水资 源灌

溉大片土地 。 然而 , 阿法尔人几乎没有从中 得到任何好处 , 因其居住在灌溉工程覆盖领域
,
安置

方案又不够完备 。 所以 , 阿法尔人流离失所 。 到 8 0 年 代末 , 灌 溉工程 造成可供放牧 土地减 少的

状况 , 挑起 了阿法尔人和伊萨人之间的暴力冲 突 。

② 2 0 0 6 年 6 月 , 中 国 呼吁其他国家支持向 索马里部署维和人员
。

③ＳａｒａｈＴｅｉｔｔ
, 

＂

Ｔｈ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 ｉｂ ｉｌｉｔｙｔ
ｏＰｒｏ

ｔ
ｅｃ ｔ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

ｓＰｅａ ｃｅｋｅｅ
ｐ

ｉ
ｎｇＰｏ ｌｉｃ ｙ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ｋｅ ｅｐｉｎｇ ,Ｖ ｏｌ  1 8


, Ｎｏ ．

 3 , 2 0 1 1
, ｐ

．
 3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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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的维和行动 中 , 中 国参与维和 的贡献必将增长 , 中 国维和人

员必将发挥更大 的作用 。 中 国的维和与联合国 的维和体系 间依然存在着巨

,大差距 , 尤其是在冲突 中或冲突后对援助者几乎没有 任何 吸引力 的环境

中 , 这种差距就更加明显 。 现在必须试着去勾勒中 国在未来的 维和行动中

怎样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具体细节 。 对于维和 , 中 国需要 ： (
1

) 增加军队

派遣的力度 ( 中国 的作战部 队将会是有益的 补充 ) 和作战能力 的培养 ；

？

(
2

) 为维和训练拨付更多 的后备人员 ；
( 3

) 更多地参与联合 国维持 和平

行动部 (

ＤＰＫＯ
)
的工作 , 帮助其制定更好的维 和政策和行动 ； (

4
) 中 国

财政援助的增长幅度要与其作为正在崛起 的经济大 国的身份和其在安理会

与全世界的地位保持
一

致 。
②

中 国 、 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部队派遣较多的 国家需要进一步讨论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施行维和政策与任务以及改善保护平 民的工作 。 这样 的

话 , 在这些任务 中 , 维和行动也将会从 中受益 。 在刚果 ( 金 ) 的联合 国

稳定特派团被授予了很大权利去优先保护平 民 , 但是它们 的 目标却没有实

现 , 主要是因为各国家 间没有对什么是
“

强有力 的维和
”

以及保护平 民

的方式等达成共识 。 以上这点迫切需要改进 , 中 国在刚果 ( 金 ) 的 维和

部队要与他 国部 队积极合作
,
找到解决此种 问题的办法 。 援 引 《 联合 国

宪章》 第七章的话说 , 在支持和平任务 的行动时
,
中 国与西方国家相比 ,

仍然是谨慎保守的 。 尽管中 国不允许使用武力的做法以及对威胁国际和平

的因素的灵活解 释 , 可能会使 中 国得到 国际社会的赞誉 , 但是有些情 况

( 如卢旺达 的悲惨遭遇 ) 是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有力 的行动 , 而不仅仅

只是谨慎地克制 。 目前这正被中国社会认可 , 并推动 中国外交官不断改变

看法 , 直至最 终承认联合 国 应该
“

更早 、 更快 、 更有 力 地
”

介 入 冲 突

地区 。
③

随着维和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
其任务也越来越关注在冲突后国家和地

① 例如 , 联合 国驻达尔富尔特派团因 有军事能力国家拒绝 提供二 十几架直升机而造 成机构

瘫痪 。

②Ｈ ｕａｎｇＣｈ ｉｎ
－Ｈａｏ

,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ａｎｄＰ ｒａｘ 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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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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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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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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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和平建设上 。 很显然 , 以构建和平的 目 标为标准 , 中 国与其他传统国

家将受到严格的检验 。 国际社会对于构建和平意味着什么 、 合法干预的界

限是什么 、 处理与 当事 国意见分歧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 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等问题 , 都存在着意见分歧 。 国际社会
一直需要大力协调参与和平构建的

国家的 行动 。 在联合 国 系 统 内 , 中 国 已 承诺 支持联合 国建设和平委 员

会 。
？ 但是 , 联合 国系统内 外需要协调和对话 , 尤其是 中 国 、 西方政治团

体与受援 国 内关键行为体之间的对话 , 应充分考虑引发冲突的根源和影响

因素 , 并且要全面探讨冲突带来 的机遇和障碍 , 以便帮助其制定更合理的

政策来应对冲突 。 应 当让决策者 了解对话的 内容 ,
这样有助于国际行为体

发现可以更密切合作的领域 , 也有利于西方 国家和 中 国识别出可以互补的

领域 。 对话的 内容包括处理实践层面的 问题 , 如安全部 门改革 、 裁军 、 复

员 、 前作战人员 的安置 、 打击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等 。 作为本次对话

的
一

部分 , 中 国不仅与省会城市 的政府代表 ,
而且与 当地民间社会 团体发

展建立了更强有力 的关系 。 这次对话对中国将是至关重要的 , 它不仅增加

了中 国和平参与 的合法性 , 而且
“

在制定建设 和平 的政策时 , 考虑到了

社会因素
”

。
②

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帮助维护和平与安全 ： 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

工作 、 不断地支持维和人员 、 支持非洲联盟等地区安全组织 、 参与反海盗

行动等 。 然而 , 无论是乡村的小型援助项 目 还是 国家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 ,

为 了使中 国能更好地援助受冲突影响国家所面临 的持续不稳定状态 ,

一

个

非常简单 的做法就是把冲突 的敏感性放在为其合作伙伴提供援助的核心地

位 。 对援助者来说 , 冲 突敏感性在本质上即懂得区分行为体 , 或者区分他

们所工作的社会 , 或是区分其部 门 的权力关系特点 ,
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

中 明确 目 标 、 推进和平建设 。

“

冲突分析法
”

是做好区分的关键 , 为建立

冲突敏感性奠定基础 。 许多国际援助者研究出 了 冲突分析的范式 ,
不过我

们应该牢记
,
冲突分析法并不是 冲突敏感性的全部 ： 它仅仅是开始而 已 ！

冲突敏感性是贯穿整个项 目开发的规划 、 实施 、 监测和评估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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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切都将意味着在 中国政策的构思和实施 中会有几个显著变化 , 包

括 ： 使用较少的言辞 、 在多边环境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 对于不干涉的

姿态做更多 的改进 、 能够发起改变而不是仅仅对危机做 出反应 。 中 国只有

以谨慎选择性的方式进行 , 才会有上述变化 , 这些变化将会更好地适应全

球经济的现状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
一个杰 出 的 中国评论家说 ：

“

只 有

量变累积到
一定程度 , 才能引 起 中 国外交政策 的质变 。

” ？
中 国 的观点也

不是统
一 的 ,

“

新观点 和新力量是空前复杂 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 的一部

分
”

,

② 中 国需要调和不同观点 , 就 中 国参与维和与和平建设的未来立场

来说也是如此 。 但无论是对受冲突影响 的脆弱国家的未来 ,
还是对全球 的

安全与稳定 , 抑或是对中 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来说 , 中国政策变化及其

应对 2 1 世纪挑战的方式将是非常关键性的 。

( 李黎译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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