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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能操纵英法
等国，苏联在安理会居于少数地位，因而
不断动用否决权保护自己的诉求。1975
年以前，也就是联合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30年，苏联一共动用过114次否决权，占
其动用否决权总数的 90%，最极端的一
次是，苏联竟然在一天内投过 15 次否决
票，以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被称为“否决
票机器”。

美国直到1970年3月才第一次在联
合国使用否决权。1975 年之前，美国仅
动用过 6 次否决权。这表明，在联合国
成立的前期，美国对联合国影响力很大，
甚至有一定的操控能力，不需轻易动用
否决权。1975 年以后，美国的国际威望
和对联合国的影响力下降，开始在联合
国频繁使用否决权。

在 1975 年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美国
动用了 90 多次否决权，占美国使用否决

权总数的 90%以上。相反，苏联（俄）在
此期间只动用了17次否决权，1985年后
的 20 多年只动用了 6 次否决权。即是
说，美国取代苏联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

“否决票机器”。正所谓“30 年河东，30
年河西”，这也说明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及对联合国的操控能力在下降，联合国
越来越像联合国。

中国是安理会的后来者，一直慎用
否决权。中国 20 多次动用否决权主要
用于表达对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的诉
求（19次），除了1981年否决瓦尔德海姆
连任，70 年代还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
题上投过 3 次否决票。冷战后中国更是
慎用否决权，近20年来仅动用过6次（包

括最近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否决票）。这
也表明中国对联合国及对国际事务一直
秉持建设性立场。

综合《中国组织人事报》《文史月刊》

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之战”

所谓“否决权”，通常是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使用反对票阻止安理会某项决议通过的权力。《联合
国宪章》规定，美国、苏联（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承席
位）、英国、法国、中国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决
议拥有“一票否决”的特殊权力。而这，往往成为影响
联合国乃至整个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否决权成为各国外交
斗争的重要工具。“否决权之战”，则使联合国安理会成
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或胜或败，往往可能使历史重
新书写。 ▋ 林利民

2012年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表决中投否决票，中俄否决安理会
叙利亚决议草案。

安理会的“大国一致”规则1
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权

威的国际组织，也是大国利益的角逐场，安理会五大常任
理事国的否决权则是大国间相互较量、相互制衡的工具。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使用问题上，中国
是相当谨慎的，但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却是原则
性极强，可以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是怎么
一回事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联合国安理会”或“安理

会”）是联合国的六大主要机构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及原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
任，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

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
成。5 个常任理事国是美国、苏联（苏联解体后由俄罗

斯继承席位）、英国、法国、中国。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
国大会选举产生，最初为 6 个。1965 年，通过修改宪
章，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从6个增加到10个。

事实上，《联合国宪章》有关安理会的章节中并无
“否决权”一说，但其规定凡非程序性决议案，必须得到
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中至少 9 票以上赞成，并且 5 个常
任理事国中没有一国投反对票才能通过。这样说来，
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都会使一个议案无法通
过，这就是“大国一致”规则。

实际上，在程序问题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拥有
否决权。因为安理会会员国就该问题是“程序问题”还
是“实质问题”产生分歧时候，就可以把该问题认定为

“实质问题”。因此，一般情况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
反对票即被称为行使“否决权”。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但被美国认
为是由中苏所策动，还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
幕，因而决心武力介入，回应“世界共产主义挑战”。

朝战爆发后，美国以极快的速度操纵安理会接连
通过了有利于贯彻美国战略意图的三个议案。

朝战爆发的当天下午，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了有关朝
鲜战争的第一个议案，宣布朝鲜的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
要求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把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

两天后，美国又操纵安理会通过了第二个议案，建
议联合国会员国向韩国提供“必要的援助”。

紧接着在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第三
个议案，要求组织“联合国军”，由一名美国司令官指
挥，以联合国名义介入朝战，并要求各会员国依据安理
会决议向“联合国”提供军队及其他援助。不久，以美
军为主，包括15个仆从国军队在内的“联合国军”正式
成军，并由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开赴朝鲜，开启了

“联合国军”武力干涉一国内政的历史。
本来，因苏联在安理会享有“绝对否决权”，美国很

难操纵安理会通过以上三个决议。但当时苏联代表马
立克因安理会年初未通过中国“入联”议案，宣布抵制
安理会，未在任上。美国便乘苏联代表缺席之机，蓄意
以最快速度操纵英法及“中华民国”代表和其他非常任
理事国，以多数票通过了以上三个议案。

换言之，如苏联代表能正常出席安理会会议并动
用否决权，美国就休想通过以上三个议案，也就不能打
着“联合国军”旗号干涉朝鲜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便几度
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取消国民政府
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一切活动，将其代表

“开除”出联合国，并恢复新中国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

新中国要实现“恢复”联合国席位
（以下简称“入联”）并“驱逐”蒋政权代表
的目标，最大的障碍在美国。如果美国
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的道路可能更加曲折。

然而，美国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新中国
“入联”，却始终未动用“绝对表决权”搞一
票否决，而是采用了其他曲折的办法。

1950年初中国首次提出“恢复”联合
国席位的申请后，苏联提出了一个支持
中国“入联”的提案。当时美国驻联合国
代表表示，美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能把美国这一票理解为“否决
票”，如果安理会多数通过苏联提案，美
国将接受投票结果。

当年 1 月 13 日，安理会就苏联提案
进行表决，虽然未获多数，但英国、挪威
已承认新中国，法国也有此意，苏联、印
度、南斯拉夫更是中国“入联”的铁杆支
持者。根据这种情势，到秋季安理会再
讨论时，中国有可能获得安理会多数票，
提早21年实现“入联”目标。

然而，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
断言战争由朝鲜发动，朝鲜得到中苏支持，
因而急剧转变了对中国“入联”的立场，开始
着手完全封死中国“入联”的通路。

1951年11月，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
上，美国指使泰国出面，以中国“侵略”朝
鲜为由，搞了一个提案，称“任何排除中
华民国代表或容纳中共的提议，不予列
入议程”，要求联大“延期讨论”中国“入
联”问题。此案以37:11通过。

此后直到 1960 年，美国每年都依葫
芦画瓢，搞一个类似提案，用“延期讨论”
的方式把中国“入联”问题拖了下来。

到了 1961 年，支持中国“入联”的国
家越来越多，“延期讨论”案难以为继，美
国便在当年十六届联大上搞了一个五国
提案，宣称“改变”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
要问题”，需要联大 2/3 多数票表决通过
才有效。由于美国很容易掌握 1/3 以上
的票数，中国“入联”又被拖了10年。

1971 年，中国国际威望进一步提
高。这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尼
克松也将访华，美国更难阻止其他国家投
票支持中国“入联”。当年 9 月举行的第
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接受中国

“入联”并驱逐国民党政权代表的多国提
案，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

苏联缺席，朝战议案侥幸通过2

中国“恢复”席位，美国没否决3

30年河东，30年河西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