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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去年 3 月 17
日，安理会就 1973 号决议进
行表决，这一决议被西方视
为武力干预利比亚局势的“法
律依据”。中俄投下弃权票，
令决议通过成为可能，随之而
来的，是疾风骤雨般的利比亚
战事及卡扎菲政权倒台。

现在，巴沙尔政权面临
着卡扎菲政权类似困境，这
一次，中俄为何集体说不？

叙利亚问题中国
为何说不？

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重要
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且外交
风格一贯硬朗，因而俄对决
议的否决在人们意料之中。
相比之下，中国与叙利亚的
经贸及安全联系不甚紧密，
投否决票让西方颇感意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刘为民表示，提案国在各
方仍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强
行推动表决，无助于维护安理
会的团结和权威，无助于问题
的妥善解决。在叙利亚问题
上，中方不是谁的庇护者，也
不刻意反对谁，而是秉持客观
公正立场和负责任态度。

回溯一下去年的利比亚
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
国此次投反对票的动机。

从去年 3 月份开始，在
西方的武力干预下，利比亚
战事持续了大半年，最终以
卡扎菲政权倒台和卡扎菲殒
命收场。这一结果无疑强化
了西方对“新干涉主义”外交

的信心，而中国向来反对这
种以人权为借口强行推动别
国政权更迭的做法，更担心
其走向模式化、程序化。尽
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与部分阿
拉伯国家的不解，中国在安
理会还是强硬说“不”，意在
遏制利比亚战争以来西方

“新干涉主义”外交继续上升
的势头。这也是中国以自己
理解的方式对国际及地区和
平与稳定做出的担当。

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
是，自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安
理会仅行使否决权8次，是五
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行
使否决权为个位数的国家。

中国在 1945 年联合国
初创时即获得安理会的常任
理事国席位，这是世界对中
国在二战中所作出巨大牺牲
和贡献的认可。但 1949 年
至 1971 年，中国的席位由台
湾 当 局 非 法 占 据 。 直 到
1971 年，中国在安理会的合
法席位才得以恢复，从那时
起，否决权的行使集中反映
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8次否决反映中国
外交政策变迁

通过对中国行使否决权
记录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
对否决权的使用经历了以下
几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1971 年 至
1978 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浓重，

反帝、反霸以及大力支持第三
世界受压迫国家是这一时期
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
在这一阶段，中国两次行使
否决权，一次为捍卫在第三
次印巴战争中遭受惨败的巴
基斯坦领土主权完整，一次
为保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
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
益。两次否决都体现了彼时
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强烈正义
感和使命色彩。

第 二 阶 段 ：1978 年 至
2000年，改革开放战略确立与
巩固阶段。国内建设与发展
经济成中国的第一要务，在此
阶段，外交集中精力为国内建
设与发展服务。这一时期中国
埋头于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上
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
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后，中国外
交的内倾性更趋明显。中国在
这一时期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仅
有两次,都是因为提案所涉国
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这说
明在涉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
等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
国还是坚决地“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更为
热心、参与程度更高。在许
多国际问题上，越来越敢于
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在安
理会对否决权的运用更多考
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关系，甚至不惜得罪西方。
这一时期，中国四次行使否
决权，帮助缅甸、津巴布韦和
叙利亚等国抵挡西方的施

压。在这四次投票中，俄罗
斯也都投了否决票，安理会
因此颇有中、俄与美、英、法
分庭抗礼的态势。作为战略
协作伙伴，中俄在安理会保
持相似或一致立场，反映了
两国在地区及国际问题上的
协调与合作日臻成熟，这也
是近些年两国对美国的战略
挤压作出的自然反应。

照顾中小国家利
益将成常态

从中国对否决权的行使
可以看出，除为维护自身核
心利益外，中国总是尽可能
的照顾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
家的利益。这一基本的投票
取向在未来不会有太大改
变。伴随着各方面实力的增
长，中国应做好准备承担与
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
任，而对否决权更为合理的
使用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副外长崔天凯此前
说，中国的“投票态度并不取
决于别人的态度，而是取决
于我们的重大原则和利益。”
他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在国
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
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
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
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
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

这应该仍是未来中国行
使否决权的指导思想。

（刘杰西 学者）

中国在联合国8次说“不”

从联合国 1945 年成立
至今，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
事国都曾或多或少地使用
自己掌握的否决权。

所谓的否决权指的是，
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
议需要安理会15个成员国
中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其
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
一致赞成”方可通过。这样
每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
内就享有一票否决权。

数据显示，前苏联/俄
罗斯是“五常”中投反对票
次 数 最 多 的 国 家 ，截 至
2012 年 2 月，共投反对票
127 次。在联合国成立后
的前 10 年间，前苏联就共
有 79 次投反对票，同期的
其他国家很少或几乎没有
投反对票记录（中国：1、法
国：2、其他国家：0）。冷战
时期，前苏联多次动用否
决权，以至于1957年-1985
年间担任苏联外长的格罗
米柯得了个“不先生(Mr.
No)”的美称。

美国共投过83 次次反

对票，其中59次都是“单兵
作战”。美国1970年首次行
使否决权，并于 1972 年单
独行使否决权，以阻挠制
裁以色列的议案通过。自
那时起，美国成为最常行
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从反对票中可以看出，美
国对以色列可谓“一往情
深”，59 次反对票中，有 42
项是关于以色列和中东局
势的决议草案，可谓“逢以
色列必说不”。

英国共投过32 次反对
票，最近使用否决权是在
1989 年。当时美国、法国
和英国一道否决了一项谴
责美国对巴拿马军事干预
的决议草案。

法国共投过18 次反对
票，其中 13 次都是与美国
和英国联手行动。法国仅
曾两次单兵出击动用否决
权，其中一次是 1976 年关
于法国和科摩罗争议的决
议草案；另一次是 1947 年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一项决
议草案。

■ 链接

前苏联是“不先生”
美国逢以必否

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投反
对票的情况

日期 议程项目 投反对票的常任理事国

2012年2月4日 中东局势（叙利亚） 中国、俄罗斯联邦

2011年10月4日 中东局势（叙利亚） 中国、俄罗斯联邦

2008年7月11日 非洲和平与安全（津巴布韦） 中国、俄罗斯联邦

2007年1月12日 缅甸局势 中国、俄罗斯联邦

1999年1月25日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中国

1997年1月9日 中美洲：迈向和平的努力 中国

1972年8月10日 中东局势（巴勒斯坦） 中国、苏联

1972年8月23日 接纳新会员国（孟加拉国） 中国

中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记录2 月 4 日，联合国安
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
草案表决，中国和俄罗斯
对决议草案投否决票，决
议草案未通过。这一决
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争
议，出现了一些对中国
投 反 对 票 的 不 理 解 之
声。历史上，中国投过
多少次反对票？其他四
个常任理事国又是如何
行使“反对票”这一神圣
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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