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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谈判平衡各方利益 维护和平体现“宪章精神” 

联合国近年制裁过谁  

樊吉社 本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何洪泽 本报驻南斯拉夫特约记者 宋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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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2月，一艘名为“第一次仁慈之旅”的船装载着阿联酋援助的食物与药品抵达伊拉克南部港

口。联合国的制裁让食物和药品在伊拉克成为紧缺品。  

  朝鲜核试爆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718号制裁决议，朝鲜成为冷战结束以来被安理会制裁的第1

5个国家。从《联合国宪章》看，制裁是“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主要手段。半个多世

纪里，数十个主权国家、组织甚至个人曾经遭遇联合国的制裁。但制裁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在维护地

区安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成了国际

社会一直在探索的重大问题。 

  制裁手段不常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制裁行动的具体措施包括全面经济和贸易制裁以及一些较为具体的措施，

如武器禁运、禁止旅行及金融或外交限制等。 

  从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数量可以看出，安理会并不经常动用制裁的手段。截至1990年8月6日，安理

会总共通过了661项决议，而其中制裁决议占了相当小的部分。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国家往往很难在一个

具体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制裁决议很难通过。每一次制裁决议出台的幕后都有着相关国家之间

大量的磋商、谈判与妥协。 

  按照规定，所有制裁决议的通过必须经过安理会的批准，而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对任何安理会决

议的否决权，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制裁行动均不可能针对五常中的任何一国。冷战时期，由于

美苏两大阵营对垒，当时所存在的危及和平的行为或者实际的侵略也基本上是美苏及其代理人，因此

制裁决议很少获得通过。比如，从1972—1990年，在联合国有关制裁以色列的决议上，美国动用了30

多次否决权。从联合国成立到1990年，安理会通过的经济制裁决议只有两例：罗得西亚（1966）和南

非（1977）。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集体经济制裁的行动日渐增多，在过去十多年中，安理



会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利比亚、海地、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安哥拉的安盟部队、苏丹、

塞拉利昂、南斯拉夫联盟（包括科索沃）、阿富汗、厄立特里亚及埃塞俄比亚采取了制裁行动。 

  制裁造成伊拉克人道灾难 

  在所有联合国制裁中，对伊拉克的制裁最为引人注目。自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至2003年伊拉克战

争爆发前，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63个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对伊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并在

联合国的监督下对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核查、销毁。这次制裁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长远、后

果之严重为联合国制裁史上不多见的案例之一。对伊拉克的全面制裁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它

不亚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被人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据1991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和国际救援

主要机构的报告，第一次海湾战争把伊拉克“炸回到前工业时代的国家”。联合国制裁更是延长了伊

拉克从“前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康复过程”。 

  英国人约翰·皮尔杰在《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书中写道，由于经受制裁，肥料被禁运，伊拉克

的农业大抵崩溃，杀虫剂和动物饲料被认为有“双重用途”也遭到禁运；婴儿食品、儿童服装、卫生

巾、灯泡、课本、纸张、铅笔、鞋带等物品也难逃禁运的命运；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制裁委员会还拒

绝给予绷带、药签、听诊器等救生物资。 

  制裁最显著的后果是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经外国机构证实）表明，从1990

年8月到1997年8月的7年间，有120万名伊拉克儿童死于与禁运相关的原因。 

  制裁让前南联盟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在伊拉克被联合国全面制裁不到两年，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新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南联盟）就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992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57号决议，决定对南联盟实

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制裁，以惩罚其派兵支持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塞族的武装行

动。 

  “原来是挺发达的一个国家，被联合国的制裁搞得那么惨。前南联盟许多家庭都有汽车，可是没

有汽油，都趴在路上。为了抢火车座，许多人都从车窗朝里爬。”一位曾经在前南工作多年的中国记

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前南联盟是一个以进口原材料与半成品为主，加工成品后出口的一个加工型国

家，制裁使它不但不可能再获得原材料与半成品，而且失去了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出口伙伴，加上设

备老化，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因此工业建设基本全部瘫痪。人们仍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南联盟出

现了世界史上第二位的超级通货膨胀，货币面值不断飙升，10万、20万、100万、200万，甚至到5000

亿，而5000亿第纳尔最后只能买几份报纸。 

  当时商店店员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后需要不断地更换商品的标价签，再到以后人

们已经懒得再做任何变动，直接在原来的标价后面增加几个“0”而已。由于电话、取暖等公共设施的

价格由国家控制，不能如此迅速地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当时持有外币的居民或外交官最为高

兴，每天狂打国际长途，即使如此到月底结算电话费时，只需兑换一到两个美元，即可支付一个月的

电话费。 

  由于制裁，前南联盟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退步为欧洲最为贫穷国家之一。当地居民曾经戏称：

“我们曾经以每个月5美元的收入，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化社会。”制裁导致多瑙河长年封闭，

巴尔干各国货物的陆路运输不得不绕道而行，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成本，致使多年之后，在各

国的叫苦声中，国际社会不得不对这些国家做某种形式的补偿。 

  制裁正由“愚蠢”变“聪明” 

  根据《联合国宪章》，实施制裁是为了“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但令人遗憾的是，制



 

裁的效果并不好。例如，实施武器禁运是联合国最为常用的制裁措施，但有研究表明，联合国在上个

世纪90年代实行的武器禁运几乎全部失败。另外，制裁通常针对的是被制裁的政权或者独裁者，但在

实际的制裁过程中，承担制裁后果的往往是该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因此有不少人指责联合国

的全面制裁是“愚蠢的”。 

  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想办法让制裁变得“聪明”——既有效又人道。1999年，联合国先后委

托瑞士、德国和瑞典等国牵头进行专门研究。2001年底，瑞典邀请了海内外12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研究小组，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皮特·瓦伦斯廷教授领导，对“聪明”制裁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于2

003年提交了最终研究报告。 

  据瓦伦斯廷介绍，所谓“聪明”制裁，就是把有限的制裁范围和制裁重点放在特定主体上，如统

治阶层、官方机构、经济实体或个人。其手段包括：金融制裁、冻结财产、武器禁运、航空管制、旅

行限制、外交制裁、特定领域的如石油或钻石贸易制裁等。全面制裁与“聪明”制裁的区别在于：前

者并没有过多考虑制裁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则时时监测以保证制裁目标没有偏差。相对“聪明”制

裁，全面制裁往往打击面过大。另外，“聪明”制裁还特别强调对人道主义危机的评估。最后，瓦伦

斯廷指出，不管是“聪明”制裁还是全面制裁，都不应作为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中国反对轻易动用制裁 

  由于制裁对平民的伤害性太大，中国政府一直不主张轻易动用制裁手段。首先，制裁必须以用尽

和平解决手段为前提，制裁的实施应有严格标准，尤其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另

外，制裁应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对其效果和影响应进行及时和客观的评估。 

  《环球时报》记者从联合国了解到，在这次讨论对朝鲜的制裁中，中国坚持决议既要坚决又要适

当。中国在决议草案的磋商中明确排除了任何动武的可能性，把全面军事禁售改为只限重型武器装

备，对进出朝鲜货物的检查也增加了前提条件。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决议的最后增加了好几段关于

鼓励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文字，甚至写上安理会将根据朝鲜遵守决议的情况，考虑修改、中止或解除

制裁的规定，给解决朝核问题留下了充分的外交斡旋的余地。决议未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并表示将

视朝鲜遵守决议情况调整、暂停和取消对朝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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