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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世界各國政

經實力轉變，建立在

反映二戰後國家實力對比

基礎上的聯合國安理會面臨代

表性不足問題。德國和日本等經

濟發達國家希望可通過成為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實現政治大國的夢想。印

度、巴西等新興大國則要求安理會擴

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因此，聯合

國安理會的改革呼聲不斷，各國前後

共提出十數個方案，但是由於各方利

益難以協調，國際社會至今未對任何

方案達成共識，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因

此陷入僵局。

■葉淑蘭

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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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甚麼日本、德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家會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2. 你認為應否批准德國和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甚麼？

3. 有人說：「常任理事國的雙重否決權是主要導致安理會政策經常被否決的主因。」你對此說有何意見？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立於1989

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名本科生，為香港

歷史最悠久的中國研究課程。香港文匯報

與浸大中國研究課程合作推出通識專欄，

以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地探究中國在社

會民生、城市規劃、經濟轉型、外交政策

等多方面的最新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供

具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科單元學習

材料。

二戰後成立 目標零戰爭
國際政治先驅一直希望通過一定的制度

設計，達到維護和平及制止戰爭的目標。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創立了國際聯

盟，旨在避免戰爭的再次發生，然而，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國聯的夢想徹底破滅。政治家和思想家重新設計戰後的
制度安排，聯合國在1945年10月正式成立。在隨後的60多
年，雖然局部衝突和戰爭仍然存在，但沒有出現新的世界大
戰，可見聯合國的存在意義。

安理會權力最大
聯合國是一個綜合性的多邊合作機構，包括安全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經濟社會理事會、聯合國大會、秘書處和國際
法庭等6大機構。安理會是聯合國6大機構中權力最集中、影
響最大的一個。它是聯合國中唯一有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採
取行動的機構，甚至可通過採取軍事行動來解決國際衝突。

1945年聯合國成立伊始，安理會由5個常任理事國和6個非
常任理事國組成。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法國、俄羅斯、英
國和美國。1963年，非常任理事國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10個。

5國享雙重否決權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非常任理事國不擁有否決

權。根據《聯合國憲章》第27條和1945年中蘇美英4國代表關
於安理會投票程序的聲明，每個理事國有一個投票權，實質
性問題的決議應以9個理事國同意票通過，其中應包括5個常
任理事國的同意票，至少不是反對票。若對一個初始問題是
否為程序性問題發生爭議，1945年三藩市會議又規定「關於
這個是否為程序問題的初步問題，亦須有包括常任理事國在
內的9票多數來決定」。因此，常任理事國享受「雙重否決
權」，即安理會在決定某一事項是否進入程序性事項中常任理
事國有否決權，如果此事項成功進入程序性事項後，在表決
這一事項時，又具有否決權。常任理事國因為擁有「雙重否
決權」，在聯合國決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安理會規模最小但權力最
大，且其決議具有強制性，所
以安理會的改革一直是國際焦
點所在，亦是聯合國改革中最
為核心和敏感的問題，可反映
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變化。積
極推動安理會改革並想成為常
任理事國的主要有兩類國家：
一是二戰中的戰敗國如德國和
日本，兩國已成為經濟大國，
現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另一
類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性
大國，如巴西和印度等。
這些國家推動安理會改革的

主要理由如下：

1. 代表合法性不足
1945年聯合國剛成立時，安

理會擁有11個理事國，佔聯合
國會員國總數20%。現時聯合國
會員國總數達192個，理事國比
例不到8%。尤其部分發展中國
家認為安理會無廣泛反映當今
世界實力對比，認為聯合國是
「大國俱樂部」或「西方俱樂
部」。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亦指
出不改革安理會，聯合國的任
何改革都不會徹底。

2. 付出收穫非正比
德日兩國認為自身對安理會

的貢獻與參與權不成正比，必
須改革。例如日本加入聯合國
之初，分攤的聯合國會費僅為
1.25%，但2009年已增至4.54億
美元，佔全數會費16.6%。

3. 未發揮應有作用
冷戰時期，美蘇（蘇聯在1991

年解體後，其席位由俄羅斯接
替）利用否決權輪番控制安理
會，使安理會幾乎癱瘓。據統
計，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安理
會5大常任理事國共使用了261次
否決權，其中美、蘇（俄）兩國
使用否決權205次。另外，美國
單邊主義亦不斷挑戰聯合國的
權威，例如：美國拒絕批准
《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京
都議定書》，以及未經聯合國授
權攻打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等。

4. 程序複雜效率低
安理會所作的決定和規定的

任務常因缺乏強制執行手段而
難以得到落實，例如，安理會
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國的
決議常因雙方拒絕執行而被擱
置。
迄今為止，聯合國安理會最

大的改革要數1963年12月通過
決議，將非常任理事國從6個增
加到10個，而常任理事國依然
是五大創始國。此外，未見其
他實質性的改革能取得成功。
90年代開始，隨㠥新興大國

的崛起，要求進一步改革安理
會的呼聲再起。1992年，第47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由日本、
印度和巴西等36國提交的決議
案，安理會改革問題被正式列
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並成立不
限名額的安理會改革工作組。
1997年安南提出振興聯合國的
改革計劃，主張對包括安理會
在內的聯合國多個機構進行大
刀闊斧的改革。

各國前後曾提出十數個安理會改革方
案，但國際社會一直未能達成共識，主
要問題為以下4點：

1. 大國一致原則
此意味㠥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均可否

決不利於自己的提案，只要有一個國家
不同意，提案就難以獲得通過。例如在
四國聯盟提案中，德國和日本均想成為
常任理事國，美國支持日本，但不支持
德國；而中國則支持德國，不支持日本
加入。

2. 抗拒權力變弱
對於常任理事國而言，一般不願新增

加的常任理事國或非常任理事國擁有與
其同等的權利。例如美國對安理會改革
態度較消極，美國常駐聯合國前任代表
博爾頓曾宣稱，「美國政府支持的(改革)
方案一個也沒有」。前任副代表沃爾夫也
曾稱，「(擴大安理會)不是美國的問題」。

3. 改革重點分歧
西方國家認為當前世界面臨的威脅主

要是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全
球氣候變暖。許多發展中國家則認為貧
窮、疾病、內戰頻繁、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能源資源價格上漲、糧食不足、貧
富差距拉大和生存環境惡化等才是其面
臨的最大威脅。

4. 民主效率兩難
一些經濟大國和新興發展中國家要求

擴大安理會的代表權，增加其民主性和
合法性，但一旦實現擴大，安理會決策
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由於各國難就安理會改革達成共識，

目前只能遵循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
則，以有助於維護和增進聯合國會員國
的團結為前提，逐步提高安理會的權威
和效率，增強其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
的能力。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對於聯合國安理
會改革的態度全球關注。面對眾多的安理會改革提案，中國積極
回應，基本態度如下：

1. 增工作效率透明度
在第50屆聯合國大會上，時任中國代表王學賢已指出，改進安

理會的工作方式，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增強工作透明度是安
理會的改革重點。中國一向贊成並積極推動安理會改革其工作方
法。

2. 提升中小國代表性
中國認為增加安理會成員不能亦不應單看一個國家對聯合國財

政貢獻的大小，應解決發展中國家在安理會中代表性不足的問
題。2005年9月15
日，胡錦濤主席在聯
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
會議上，發表了題為
《努力建設持久和
平、共同繁榮的和諧
世界》的重要講話，
講話中指出，「安理
會改革要優先增加發
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
國家的代表性，讓更
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
家有更多機會參與安
理會決策」。

3. 遵從協商漸進原則
在各方對具體改革方案還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中方不贊成為

改革設時限或強行表決。2011年2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
在記者會上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問題回答提問時表示：「在安
理會改革的問題上，成員國應該通過廣泛、民主的協商，兼顧各
方的利益和關切，尋求一籃子的解決方案，爭取達成最廣泛的一
致。」

4. 對改革持開放態度
中國沒有明確表態支持哪個國家。2005年4月21日，時任中國

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表示，中國現在對各種方案都持開放態
度，既未明確表態支持或反對哪個方案，也未明確表示支持或反
對哪個國家。中國是一個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應採
取非常負責任的態度。
對於日本的「爭常」行為，儘管中國民間反對的聲音比較大，

但官方並沒有公開表態贊成或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專
家金熙德曾概括中國就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問題的態度：1.對日
本想發揮更大國際作用的願望表示理解；2.為此日本必須正確對
待歷史問題；3.聯合國安理會不是股東大會，不能以交錢多少來
確定其組成；4.安理會應當更多地吸收發展中國家代表；5.中國
目前無意就特定國家的要求進行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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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現代中國

■由於安理會的決定缺乏強制執行手段，導致緩解以巴衝突的
決議經常因雙方拒絕執行而被擱置。 資料圖片

利益當前 難達共識

新興大國熱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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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改革
呼聲不斷，但由於各國利益難以
協調，國際社會至今仍未對任何
改革方案達成共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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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種方案
中國態度開放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改革

定義：

聯合國6大組成機構
中，唯一有權對國際
和平與安全採取行動
的機構，可通過軍事
行動解決國際衝突。

大力推動
新興大國積極推動改革原因：

•現存安理會的代表和合法性不足
•部分國家對安理會的貢獻和參與權不成正比
•常任理事國權力過高，安理會效用受制

受制分歧
國際社會未能就改革達成共識：

•常任理事國否決不利於自己的方案

•美國對改革抱消極態度

•各國對改革重點存在分歧

神州取態
中國對各種改革方案持開放態度：

•建議提升工作效率並增加透明度

•呼籲改善發展中國家在安理會中的代表性

•堅持改革要通過廣泛和民主的協商，兼顧各方利益

■西方國家認為當前世界面臨的威脅，主
要是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全球
變暖等問題。 資料圖片

■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認為，貧
窮、疾病、內戰頻繁、能源資源
價格上漲和糧食不足等是目前世
界面臨的最大威脅。 資料圖片

通識概念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