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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论著相当丰富，而对中国多边外交或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专门研究非
常薄弱；仅有的涉及中国多边外交的专著和教材大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领域，而对具体
的多边外交领域发展方面难免不够系统和缺乏针对性。
因此迫切需要从多边外交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就是《中国多边
外交》的选题意义之所在。
《中国多边外交》正是在中国多边外交迅速发展与国内外对中国多边外交研究需求不断高涨的背景下
提出的，是为了因应国家外交发展的需要，顺应不断强化多边外交地位与作用的迫切要求，同时也为
普及外交知识，宣传多边外交成就和弥补国内多边外交教学的不足，为人才培养及促进学术交流作出
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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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之所以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除了由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后，对外关系发展
很快，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使中国恢复联合国成员资格的一大障碍得以弱化，有了一个相
对宽松友好的国际环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于，新中国自成立后，一直支持发展中国家
争取民族独立、繁荣经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当要求，并尽自己所能援助这些
国家的国家建设，赢得了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和友谊。
随着这些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中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力量不断增加，为2758号决议的
通过奠定了基础。
比如阿尔及利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时，中国曾向它提供了援助。
1958年阿尔及利亚成立临时政府时，只有中国对它表示了支持和承认。
后来，阿尔及利亚为推动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作出了积极贡献。
再者，苏联及东欧国家虽然与中国的关系趋于敌对，但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上依然维持了
原有立场，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给中国制造什么大麻烦。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苏联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在大会发言，对中国表示了欢迎。
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与联合国长期相互隔绝，没有往来，互不了解，中
国对联合国的情况知之不多，对这个组织的性质和运作不甚熟悉，作为一名刚刚进入这个庞大的国际
组织的新兵，中国有许多东西需要认识和进行调查研究，这无疑要花费相当的时间。
因此当时中国对联合国采取了以学习、观察为主的态度，政策上也比较谨慎，在联合国的各个多边机
构和各种多边会议上，主要侧重于政治上的原则性表态，就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宣示中国的立场和政
策。
中国当时对联合国的定位是：“联合国是讲坛，这个讲坛的作用很重要，因为你在这里讲，世界听得
见；你在北京讲，世界不一定听得见。
”相对来说，中国在联合国内较为重视政治领域内的问题，而对于经济、社会领域则涉及不多。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中国加入联合国专门机构打开了大门，而中国只选择性地加入了其中几个专门机
构。
中国重点突出自己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联合国视为第三世界争取权利
的舞台。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内核即是团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在主观上还没有意识到联合国是一个促进中国利益和发展的舞台和重要的多边交往平台。
国内因素的限制和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加之中国对联合国的机制运作缺乏深人了解，这一时期中
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是有限的，更多时候表现出应对国际社会的防范、自卫姿态。
中国在国际组织活动中，抽象谈论原则和旁观多于实际参与。
在很多领域，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是不全面的。
对于联合国在人权、裁军等方面的工作，中国把其消极因素看得太重，而对其积极意义认识不够。
中国长期没有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利用这一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组织宣传新中国成立
以来在改善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和中国的人权观。
对于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实效，这一时期中国基本持怀疑态度。
在维和领域，中国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主张国际争端由当事国之间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借机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对于这一时期安理会实施的维和行动基本持保留态度。
在此期间，中国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中国反对联合国介入一国内部冲突，不赞成派遣联合国维持和
平部队，不承担财政义务，也不参加投票或者投弃权票。
安理会上中国代表多次表明“中国代表团不同意将派遣联合国部队的费用作为联合国的开支，中国政
府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将不参加投票”。
这一情况导致中国在此时期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因此频繁采取不参加投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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