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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到本书两位主编之一亚当·罗伯茨教授的来信，嘱我为中文版序，惊喜之外，更感到荣幸。
我对联合国素无研究，但借着写序的机会，认真拜读了本书。
愚以为，就本书所做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水平而言，在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联合国的著述中，尚无
出其右者。
两位主编所撰写的长篇导论，将联合国的宗旨、角色、沿革、机制、贡献、缺失、困难、前景一一道
来，也探讨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
其他各章则分别论及联合国的方方面面，有的侧重于摆事实，有的侧重于讲道理。
也正如主编在中文版序言里所说，这部著作也可以作为工具参考书来使用。
一书在手，可以解答有关联合国的许多疑惑。
当然，本书也给中国读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余地。
在中国学者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大国关系”、“大国兴衰”是探讨的重点，“地区热点”是长盛不
衰的话题，重大事件的定性评估也是论辩的焦点。
但是，对于国际体系的演变，特别是国际组织和机制的运转过程，往往研究得不够深透。
因此，本书对我们拓展学术研究的角度应有很大帮助，在方法论方面更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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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别邀请了一批资深学者和前联合国高级官员共同考察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
全书集中探讨了联合国在努力解决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那些持久而艰巨的问题时所发挥的各种作用，这
些问题具体涉及国际安全、裁军、人权、国际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
为了给读者展示一个全方位的联合国，本书不仅着眼于联合国丰要机构的相关工作(尤其是安理会、联
合国大会、秘书长办公室)，而且也关注包括一些联合国专门机构在内的更广泛的联合国体系的运转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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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席，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蒙塔古  伯顿教授，贝利
奥尔学院研究员。
他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讲师(1968  1981)。
他的著作包括：Nation in Arm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J Territorial Defence (2nd edn．，London
，1986)；Documents 017 the Laws of War(3rd edn．，0xfor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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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种各样的现有建议是由对未来和对世界组织的作用的不同设想所激发的。
专家、外交官、政府之间没有任何类型的共识，公共舆论则看起来对此不甚关心。
缺少共识在经济／社会和在安全领域有不同的后果。
1.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南北分裂。
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继续迫切要求扩大联合国的所有委员会，要求开发经济和社会计划。
北方国家对联合国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太感兴趣，而更愿意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
所谓的南北对话已经停滞了。
这一局面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对相互依存的承认已经成为老生常谈。
自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政府和公共舆论便学会承认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绝对不可能建立独
立的国家战略，或者忽视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战略、方法和原则。
第三世界债务、国际移民、核事故、臭氧层减损、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毒品、汇率变化
，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都持久地表明国家不再受其边界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任何国家的好运不再排他地建立在别国的厄运的基础上，对经济团结的需求比竞争优势
更加重要。
美国的繁荣对于欧洲和日本的繁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反之亦然。
没有任何主要债权国、国际银行，或大型企业会接受主要债务国的腐败。
作为国际经济关系基础的那些原则正处于根本性的修改过程中。
政府愿意与对共同规则——关于军备控制或关于外贸平衡——的建立和尊重相一致，这一优先考虑的
问题现在常常要高于它赋予垄断自身资源以确保其安全或繁荣的优先地位。
这些新原则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国际和全球层次上可靠的政治机构的需求。
这种机构要规定执行共同经济政策的中期承诺，比方说在西方国家峰会的决议中所达成的那些。
这种机构的集体决定趋向于比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更加可靠。
换句话说，随着相互依存的现象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目前更需要坚实的世界政治框架。
这种框架现在还不存在。
它正在建立过程中，不过是在联合国之外。
政府间国际组织快速发展，其发展开始于19世纪中期，已经产生了许多联合国之外的机构。
尽管它们理论上是联合国系统的成员，但世界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实际上已作为独立的实体运作，在这些组织中，国家的财政、经济和贸易部门有代表
参加，而与外交部没有真正的关联。
对主要大国来说，对地区甚至洲际层次的经济合作和逐渐一体化的日益增长的重视，尤其是在西欧和
北美，已经大大降低了对联合国作为一个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的兴趣。
最后，尤其是自1970年以来，主要的西方大国——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之间设立了定期的
峰会，以处理它们货币和经济战略的协调问题。
1981年在坎昆（墨西哥）召开的试验性会议，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工业化国家出席，表明了这种协商
的未来可能的模式。
在这些新的政治机构中可以辨别出的一些明显趋势包括最高层次的代表；①以及成员被限制在大多数
重要国家——这意味着排出了小国（尽管有转瞬即逝的坎昆会议的例外）和第三世界国家。
在这些情况下，联合国以现有结构似乎不大可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它也似乎不会很快
地改革以在这些领域中更有效地作出贡献。
2.国际安全在安全领域，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自1987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共识的错觉。
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海湾战争授权问题上，在尽力结束地区冲突问题上，在支持更大规模地采用维和行
动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促成了这样的观念：冷战是缺少共识的唯一原因，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现在是可
能的。
《和平议程》路径的深层哲学基于以下几个假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关于国际关系理念的现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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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将会长期存在，该共识似乎在1990-1991年海湾危机期间存在过；这种共识足够强有力，能克服大国
方面任何不愿派出武装部队参加战争以在世界任何地区强制推行和平的情况，即使它们的国家利益没
有直接受到威胁；绝大多数中小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支持大国确定的政策和它们的国际秩序观。
这种哲学似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
秘书长关于建立国际部队的建议在安理会中没有得到很多支持。
谁都明白集体安全体系是为国家间冲突而设计的，不可能很好地处理国内冲突。
国家间传统类型的争端如今已不频繁，也不会再频繁。
当前的安全威胁是主要发生在单个国家或前国家内部的那些争端，正如太多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阿
富汗、安哥拉、阿塞拜疆、柬埔寨、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索马
里和南斯拉夫；或者它们牵涉诸如恐怖分子和种族群体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
“强制和平部队”是对这些问题试探性的回应，由于这种创举可能带来风险，这一观念还没有引起太
大热情。
这种哲学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关于执行的普遍承诺，它更可能被设计成允许大国或霸权国在有必要支
持其国家利益或其国际秩序观的时候利用联合国。
这符合在北方国家中正在形成的关于在南方国家所发生的纠纷的强制安全观，正如北约和一些大国建
立各种远距离干涉部队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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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1945年创立伊始，联合国就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一，迄今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
程。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项核心制度，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也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焦点，相信许多国际关系
研究者都会认可，联合国研究本身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
我们在此译介的《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一书是联合国研究领域一本广为阅读和引用的
经典著作。
此书英文版初版于1988年，并于1993年再版。
时隔十多年以后，这本文集仍然是联合国研究中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持久和重要的影响，是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下敏锐地捕捉到了国
际体系变革对联合国这一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评估了联合国已经发挥的作用，并对其
未来将扮演的新角色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思考，而这些分析至今仍然契合冷战后联合国研究的核心议
题，由此显现出该书的编者与著者的真知灼见和富有洞察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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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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