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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索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信 息 

把握历史脉络展望未来趋势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金灿荣 

（美国研究所）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研

究》编辑部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９日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首都２１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

新闻界人士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主要围绕如下崐四个议题展开学术交流：联合国在战后

历史中的作用及其未来的改革，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和

战后秩序的关系，以及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认识等。 

关于联合国，有学者通过回顾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联合国组织的最初设想、《大西洋宪章》的

提出和联合国的出现等过程，指出由大国保证和平的安排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之间的矛盾

一开始就存在，但是最终的现实是国际和平取决于大国关系，战后的世界规则是美国及其盟国确

定的，必须承认这是事实。联合国成立时的最初目标是针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等问题

的，但是很快出现冷战，联合国成了美苏政治对抗的场所。当前，随着德国、日本经济上的崛起

并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随着全球化力量推进下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联合国面临

新的重大问题。另有学者从秘书长职务的性质、权力来源、权力的局限性和在战后历史上的实际

作用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联合国秘书长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及其限制。并由此指

出，冷战后出现联合国加强干预地区冲突（有时甚至是国内冲突）的趋势，该趋势产生的原因和

带来的问题值得重视。他们还指出，过去５０年联合国的工作目标侧重于维护和平，今后应该是

和平与发展并重。当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必须注意解决好如下问题：国际干预与尊重主权

的关系，大国特殊地位与各国主权平等的矛盾，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联合国与地区组织

（如北约、东盟等）的关系。还有学者分析了在联合国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探

讨了美国对联合国态度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指出美国对联合国态度的变化取决于后者对美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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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借重的关系。 

总结战后历史，必然涉及一些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有学者指出，应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历

史放到全球化进程这个大视野中去看，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大

国特殊地位与各国主权平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联合国，而且存在于整个国际关系中。不管如何评

价，事实上大国霸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我国学者来讲，应该注意国际

规则的重要性和相关涵义。战后历史证明，主导性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通过制定规则来实现其利益

是一种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和趋势。还有人指出，规则不仅影响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而且往往

还会影响国家的内部行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际规则一方面是大国根据自身利益制定的，但

是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往往又确实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另外，和平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但是

和平可能与主权国家的其他目标（如统一、社会稳定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比如为了实现国家

统一，有时不能排除和平以外的手段。一些与会者认为，核武器的问世对战后历史产生了重要影

响，它的巨大破坏力所产生的威慑作用曾有助于防止大国间的冲突。但是，目前核武器和核技术

扩散到不遵循威慑规则的中小国家的可能性增大，这是未来国际安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会上还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具备均衡价格体系的市场机制是解决资源稀缺问题

的最佳制度，因此，只要物质的稀缺性长期存在，市场机制也将长期发挥作用。不过，市场机制

还需要由道德的力量来加以补充。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美国也在决定二战进程和战后秩序

安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探讨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会议的一个话题。有学者分析了美国

在战后促使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近期考虑与长远目的，以及该体系在促进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

和西方经济复兴方面的作用，指出良好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发展世界经济的重要条件，而战后国际

金融体系由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是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一致

的；目前的浮动汇率制虽然利弊参半，但是与世界经济多极化的现实相适应，因而仍然是有生命

力的。关于马歇尔计划，有学者从决策过程的分析入手，澄清了几个问题：马歇尔计划起源于何

时、出自谁手；是否一开始就排斥苏东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具体考虑；西欧国家之间的冲突对

计划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五个方面影响了美国政治，即强化了政府干预社

会经济生活的趋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总统的权力；促使美国放弃奉行多年的孤立

主义，制度化地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反共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以及促进了战后社会

民主的扩大。观察二战与美国政治的关系要抓住两个角度，一是相互作用的角度，即不仅要看到

二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且要注意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美国外交，进而影响二战进程与战后安

排。二是比较的角度，即通过比较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战的影响的不同，来考察两次世界大战

前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差异和国内政治的演变。最后，还有学者分析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

军事战略的区别，认为从加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角度看，美国的直接战略比英国的间接战略更

为可取。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上崛起的意义，尤

其侧重讨论了这两个国家朝野对过去战争行为的反省问题。有学者指出，虽然德国（尤其是原西

德）对过去的侵略行为的反省做得较好，但是法西斯主义在战后并没有消失。值得注意的是新法

西斯主义近年又有抬头的迹象。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未来影响取决于这些因素：民主因素在德

国政治文化中的未来发展；能否保持经济繁荣，以及与此相应的公民的政治态度；移民潮，以及 

其他外部环境。另有学者指出，与德国相比，日本在对其侵略行为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是冷战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其经济实力在战后有了极大的增长，其政治上

的愿望随之加强，它不甘于承认过去的错误和失败；战后清除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势力不彻

底；一些政治家有意扭曲战争的性质，误导民众，等等。 

与会者认为，通过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５０年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今

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好地把握住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