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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联合国来说，2005年将是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一年。它不仅是联合国成立的60周年，也是

“改革年”。2004年12月8日，安南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了“联合国名人小组”关于联合国改

革方案的报告——《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新一轮的改革

给予了厚望。诚然，联合国内部一直不乏改革的声音，但是过去大多属于程序方面，并未触及联合

国的基本结构、重大原则。联合国新一轮的改革是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所做出的，具

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要知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对这一

国际组织的权威——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机制——提出了何等的挑战！因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

信，联合国在改革年中必将做出大刀阔斧的自身改革。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入常”风波引发了联合国内外的强烈震动。  

    不断蔓延的“入常”风波  

    目前，围绕“入常”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在联合国内部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德国、巴

西、印度结成“四国联盟”，于5月16日、6月8日先后推出两份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框架性决议草案。

结果，“四国联盟”这两次投石问路真可谓“激起千层浪”。国际社会对“入常”问题做出了强烈

反响，并且极为关注“入常”方案所引发的种种波折。  

    其一，这场“入常”风波有可能导致安理会的改革陷入僵局。无论联合国改革朝着何种方向进

行，始终都无法绕过安理会这道门坎。安理会改革之所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焦点和最大难点，主要

的原因在于安理会涉及到世界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在大多数成员国看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

着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大国的唯一标志，这种巨大权威所产生的诱惑是不

言而喻的。然而，安理会的改革始终伴随一些不确定因素，必然是一个艰难奋进的过程。当前，一

些主要国家已经对“入常”方案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6月7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关于联合

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表示，如果联合国大会对“四国联盟”提出的“入

常”决议草案强行表决的话，中国将投反对票。迄今为止，中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对“入常”问

题做出了最鲜明的表态，这对“四国联盟”的“入常”努力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其二，“入常”风波将引发联合国内部的更大分裂。如果安理会的改革不能有所突破的话，那

么“入常”风波会在联合国内部引发范围更广的连锁反应——诸如财政体制、维和原则、危机处理

等方面的改革将成为“死结”。 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对“四国联盟”的“入常”外交进行了强烈

的抵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这场轰轰烈烈的“入常”外交冲淡了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问题的关注。在笔者看来，鉴于联合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重安全、轻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

发展中国家关于联合国优先解决发展问题的主张是非常中肯的。虽然安南秘书长在千年首脑会议上

将发展提升到与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秘书长所提出的发展方案并没有多少新意，也没有对发

达国家制定一种监督履行承诺的机制。例如，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宣布，反对联合国“执意”为发达

国家制定增加发展援助的时间表。而且，联合国新一轮的改革再次将发展问题搁置一边，而一味追

求安理会在“扩容”问题上取得新进展。这种带有明显倾向的工作重心转变很可能诱发南北之间已

有的对立情绪严重激化。  

    难能实现的“入常”梦想  



    “四国联盟”对“入常”形势的估计有些盲目乐观。缘于自身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某些

大国的口头支持，“四国联盟”普遍认为，它们完全可以得到联大2/3多数的支持而理所当然地成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入常”过程受到阻碍的话，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实行“闯关”。因此，

“四国联盟”对各种反对意见根本不屑一顾，而津津乐道于“入常”愿望实现后的宏伟蓝图。  

    然而，就目前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实现“入常”愿望确实只是“四国联盟”一厢情愿的事

情。随着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日益迫近，“四国联盟”实现“入常”目标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其一，

“四国联盟”并不是铁板一块，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捆绑政策”不得不面临更大的考验。6

月3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再次表明，仅仅支持日本单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的这种态度有可

能诱发“四国联盟”走向分裂。除去“四国联盟”内部的斗争与较量之外，它们所招致的反对阵营

不断强大。5月26日，由意大利、巴基斯坦、韩国、阿根廷等四国组成“团结谋共识”运动，并提出

了一份联合国改革新方案。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四国联盟”方案的反对态度，而且亚洲许

多国家不久前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入常”的抗议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德、印、巴三国招

致如此之大的反对是受到日本牵连的缘故，是吃了日本的“瓜落”。换句话说，“四国联盟”已经

陷入“四面树敌”的尴尬局面。其二，“入常”方案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大国的态度。安理会

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强行“闯关”的可能性不大。目前，除了中国的明确表态之外，

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关于“入常”问题的态度不够明朗。例如，美国只是表示支持日本“入

常”，但并不赞成安理会改革有“时间表”。英、法、俄在“入常”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格外谨慎，

外交辞令多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大国的这种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对“入常”问题的判断，

成为这场“入常”外交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透过这场不断蔓延的“入常”风波，人们不难发现，联合国自身的改革必将面临各

种台前幕后外交博弈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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