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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冷战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分析

张清敏

　　[摘要 ] 　适应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中国广泛参与国际机制 ,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拓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多边外

交。这一政策的发展 ,在过程上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也是观念更新的过程 ;在规模和程度上具有全面但明显的不平衡性 ;在原则上体

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特点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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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结束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适应这种变

化 ,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多边机制 ,进一步融入到国际社

会 ,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就中

国融入国际机制 ,参与多边外交的特点进行一些概括

和分析 ,希望能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这个侧面有一个

较清楚的认识。

一、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的环境

1. 历史环境 :由隔离到融入的过程。中国从闭关

锁国到被动融入现代国际体系 ,是一个充满中华民族

血与泪的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 ,中国在这个体系内

处于“屈辱、从属和孤立的地位。”〔1〕新中国成立后 ,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受当时国际政治力量分野和冷战

环境的限制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最初被局限于与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而后随着中苏关系恶

化 ,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再次陷于孤立的状态中。多年

来一直研究中国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关系的美籍

韩国学者金淳基 (Samuel Kim)概括新中国对联合国的

态度经历了从 20 世纪 50 —60 年代“体系的改造者”

( system t ransforming) 到 70 年代“体系的改革者”

( system reforming) ,再到 80 年代“体系的维持者”

( system maintaining)的演变过程。〔2〕

这一过程中的转折发生在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

1978 年。在“请进来”的同时 ,中国还积极“走出去”:在

政治领域开始全面参加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各种专门性

的会议和组织。在经济领域 ,1980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到 1992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银行基金的最大接受国。〔3〕在安全领域 ,中国 1980

年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会议 ,并提出积极和合理的建

议。1986 年 3 月召开的 6 届全国人大 4 次会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指出 :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

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 ,积极参加联合国及

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

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 ,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 ,

努力增进与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4〕这标志着中国

在政策层面改变了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国际机制

态度 ,预示着更多的参与。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这一

进程 ,为中国在后冷战时期适应全球化 ,进一步融入国

际社会奠定了基础。

2. 国际环境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冷战时期的

社会变革在广度、强度和速度三个方面赋予其全球化

的特点 ,即世界联系更广泛 ,联系程度强和联系速度

快。〔5〕这些特点不仅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 ,成

为“塑造几乎每个国家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总的国

际体系”,而且改变着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环境。〔6〕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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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组织的广泛兴起。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

多层次的 ,但从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看 ,首先是全球化

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国际

社会加强协商 ,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

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 ,多边外交活跃。原有的

国际组织规模在扩大 ,成员在增加 ,影响提高 ;新的国

际组织不断出现 ,冲击着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

的国际规范。如联合国除了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外 ,

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性组织

发展迅速 ,影响扩大。不同地区之间跨区域对话不断

增加。与此同时 ,国际非政府组织以超过政府间组织

的速度增长 ,从 1986 年的 4649 个上升到 1996 年的

5472 个 ,〔7〕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成为

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经济领域 ,国家不管社会制度 ,发展状况 ,都选

择了市场经济之路 ,国际贸易不管从地理分布还是从

贸易和投资规模 ,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和增加。

伴随国际间经济交往的增加 ,国际性、地区性以及跨地

区性的经济组织同样活跃。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 1995

年成立了全球贸易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 ;欧洲的一

体化由共同的经济政策“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北

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 ,已经取得了世人关注的发展 ;

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合作 ,方兴未艾 ;拉丁美洲和非洲也

纷纷探索自己的合作发展模式。

在安全领域 ,冷战结束虽然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

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 ,

但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尚未能解决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显突出。国际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成为冷战后多边

外交的一个主要领域。如在冷战结束前少有的关于安

全问题的国际多边会议和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地区

性对话渠道 ,到了 90 年代初期 ,增加到 40 多个 ;到 90

年代后期 ,几乎每周都有两个这样的安全对话 ,而且越

来越多的是政府层面的对话。〔8〕

对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国际环境 ,中国“坚定不

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积极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 ,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 ,”〔9〕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 ,参与

更多的国际机制 ,拓展整体外交 ,进一步融入国际社

会 ,取得了世人注目的成就。

二、中国参与国际机制 ,开展多边外交的状况

冷战结束初期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

西方一些国家借 1989 年“六 ·四”风波对中国进行制

裁 ,导致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受到影响。1992 年的中

共十四大再次“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

可少的 ,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封

闭只能导致落后。”〔10〕十五大报告则提出 ,“对外开放是

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 ,我

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完善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发展开放型经济 ,增强国

际竞争力 ,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

高。”〔11〕根据这样的思想 ,中国积极拓展多边外交 ,进一

步融入国际社会。

学界对多边外交有不同的认识。本文讨论中国融

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多边外交的对象 ,包括两个层次的

内容。一是中国参与由三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其它国

际关系行为体所组成或参加的固定的或临时的 ,全球

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或为缔结协定、解

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多边国际谈判等开展的对

外关系 ;二是中国参与以上多边组织、会议所通过的国

际公约、条约、协定、规范、规则等制度 ( regimes) 的活

动。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融入都

是全面、广泛和深入的。

从参加的多边国际组织来看 ,改革开放前的 1977

年 ,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 21 个 ,到冷战结束

前的 1989 年增加到 37 个。中国参加的非政府国际组

织 ( IN GO)同期则由 71 个增加到 677 个。到 1997 年 ,

两者分别增加到 52 个和 1163 个。〔12〕从参加的国际条

约和国际协定的角度看 ,表现得更为广泛和具体。截

止 2003 年底 ,中国签署了 273 项多边国际条约、公约、

协定或议定书。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9 年实行对

外开放 ,中国签署或宣布承认的有 45 项 ,改革开放至

冷战结束 112 项 ,冷战结束以后到 2003 年 116 项。〔13〕

这些条约和协定涉及领域内容丰富 ,地区广泛 ,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国参与多边机制的状况。

在众多的国际组织内 ,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是一

个典型的代表。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机构 ,其

活动和发挥作用的领域在后冷战时期涉及政治、经济、

安全、人权及其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

是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其通过的众多决议或公约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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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当今国际社会活动的规范。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

用 ,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工作 ,支

持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

脑会议上表示 ,“我们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 ,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

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 ,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

与国际事务的权利。”〔14〕中国倡议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

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 ,并在会晤后发表的文件中根

据中国的要求加入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承诺捍卫《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加强联合国

作用等内容。

从参加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范围看 ,中国不仅参

与了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安理会、维和、裁军、人权、国际

法院等国际安全与政治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制 ;而且还积极参与

了众多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的多边机制 ,前者如亚太

经合组织 ,10 + 3 机制 ,后者诸如亚欧会议 ,以及东亚 —

拉丁美洲论坛等。因而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多边

外交呈现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特点。从地区来看 ,大致

可以划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地区性的 ,二是跨区域性

的。从议题看 ,前者主要以安全议题开始 ,逐步扩大到

其它各个领域 ;后者则是从政治、经济领域的对话和合

作开始 ,逐步扩展到安全、文化等其它领域。在这个过

程中 ,中国逐步扭转了过去消极和被动参加的模式 ,成

为多边外交机制的主动参与者和倡导者 ,不仅积极参

与原有的多边机制 ,而且还积极推动建立或促成新的

多边机制的产生和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在国际组织和

多边场合 ,中国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原有规则的局面 ,

提出了许多事关全球问题和世界发展前景的有益和建

设性的主张 :包括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关

于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 ;关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主

张 ;关于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容的综合安

全观 ;用均衡的观点处理人权问题的主张 ;以及建立一

个和谐世界的观点与主张 ,等等。这些既反映了中国

在国际社会中状况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 ,也反映了中

国在当今国际体系机制建设过程中作用的增加。

三、中国参与国际机制 ,拓展多边外交的特点

多边外交是由众多双边外交组成的 ,相对双边外

交而言 ,多边外交具有活动空间广泛、参与行为体多、

对话和合作形式多样等特点。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之

间互相补充 ,互相协调 ,互相促进。首先它们是互相补

充的 ,多边外交场合为双边外交提供了平台 ,可以弥补

双边外交的缺陷。如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华制裁和

中美不能实现首脑互访的情况下 ,两国领导人在联合

国、A PEC 等多边场合多次见面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

换意见 ;又如中日关系近年来由于历史问题停滞不前 ,

领导人不能实现互访 ,但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

和 10 + 3 框架下多次见面和磋商。多边外交与双边外

交又是互相促进的 ,多边外交议题常常是双边外交领

域磋商的话题 ,双边外交又可为多边外交场合的合作

创造条件 ,双边外交的成功常常是多边外交成功的基

础。后冷战时期 ,中国领导人广泛参加多边外交活动 ,

并利用多边外交的平台 ,开展高密度、快节奏的双边高

层外交 ,推动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概括

来看 ,后冷战时期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融入国际体系的

过程有以下特点。

1. 理性的过程。西方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的学者不少引用金淳基的“最大化和最小化”来概括中

国参与多边外交 ,融入国际体系的政策 ,即谋求最大的

利益 ,承担最小的责任。〔15〕“中国在这方面并不特别”,

兰普顿认为 ,“美国也是经常把多边合作看作是追求利

益的手段 ,而决非为了损害利益。”〔16〕他认为中国加入

国际组织目标有四个 :“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和提高国际

地位 ;阻止对中国根本利益不利 ,以及侵犯中国内政和

主权的决定 ;在限制其它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方面发挥

重要的作用 ;尽量扩大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国际资源流

入。”〔17〕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多边外交是一个

理性过程。

首先 ,作为总体外交一部分的多边外交是为了更

好地适应全球化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正如

摩尔 (Moor)所说 ,“中国人非常善于接受全球化 ,把它

当作实现现代化的手段 ———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18〕

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通过融入国际

体系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获取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

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拓展多边外交

的结果使中国从各种国际组织获取外援、引进先进技

术和外国资本 ,带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持续和

稳定增长。因此 ,发展多边外交 ,融入国际体系 ,是中

国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 ,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第二 ,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 ,做

出贡献。冷战结束后 ,中国提出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

人民一道 ⋯⋯为把人类带进和平、发展、繁荣的 21 世

纪而共同努力”。〔19〕“中国人民要对人类做出更大贡

献”。〔20〕国力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后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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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有能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

维持和促进世界和平 ,解决全球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

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利用各种多边场合 ,阐明自己的

对外方针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 ;通过参与多边

外交和国际组织 ,在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

建设性作用 ,改善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得到积极

的评价。如最近西方学者提出 ,“中国对国际机制的积

极参与为在关键事务上促进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进

而为谈判桌带来了更多资源与影响力。”〔21〕

第三 ,服务国内政治和经济建设。现代中国国内

建设面临的议题 ,如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打击贩毒和

恐怖主义、跨国界洗钱、惩治腐败等 ,也是世界面临的

问题。如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世界和平、破坏人民生活

的稳定与安定 ,也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反对恐怖主义

问题上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

合作。另一个近年来引起关注的国内政治建设的例子

也反映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和参与多边外交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至 2004 年 ,大约有 4000 名中国腐败官员

或其他人员逃往国外 ,带走了约 500 多亿美元的资

金。〔22〕贪官携巨款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

成潜在威胁 ,而且严重败坏党风党纪 ,影响国家的整体

形象 ,但从国际关系和法律上看则是一种典型的跨国

洗钱犯罪行为。中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合

作。因此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 年 10 月在第 58

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同年 12 月 10 日中国就在

公约上签字。国内不少人士希望通过条约的生效和国

际上更多国家的加入 ,来改变中国贪官“捞了就跑 ,跑

了就了”的局面 ,加强国内法制建设。

2. 观念更新、认识提高的过程。中国参加的国际

组织的数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

度。江忆恩对中国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预测数与实

际参与数作比较之后指出 ,1977 年中国参加的国际组

织的预期数是 37 个 ,实际参与的数量是 21 个 ;到 1996

年预期数为 45 个 ,实际参加数量是 51 个 ,相对于其发

展程度而言 ,中国参与程度已经较高。〔23〕在从有限参与

到逐步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

际体系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 ,导致了更多的参加和更

深的融入。

首先是对全球化和多边外交认识的深入和扩大。

金淳基通过对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一

般性辩论的发言进行内容分析提出 ,中国从 1994 年提

出“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到 1995 年的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化 ,以及组成经济集

团的趋势在加速”;到 1995 年“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再

到 1996 年发言中 (首次)三次提到经济全球化和“多极

化”,随后从 1996 到 2000 年 ,每年都是把这两个趋势

并列提出的。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化认识经历了一个逐

步深化的过程。〔24〕若采取相同的方法 ,分析中国共产党

的最近几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多边外交的提法 ,会发

现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 ,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 ,积

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我们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

护世界和平 ,推进裁军进程 ,促进全球发展 ,以及解决

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997 年的中共十五

大和 2002 年的十六大则提出 ,“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

活动 ,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

用”。比较可以看出 ,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在规模

上 ,从联合国扩展到笼统的“多边外交活动”和“其它国

际组织”;在方式上由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一些具

体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改变为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

和其它多边组织中的作用 ,不仅范围有所扩大 ,而且中

国发挥作用的途径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其次 ,对现行国际制度经历了从高度怀疑到逐渐

接受再到积极倡导的转变。由于中国在旧的国际体系

内的屈辱地位 ,“在心灵的深处 ,中国人始终认为这个

秩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切肤之

痛 ,使中国人期待着 ,总有一天要打破它、改造它”,总

有一种打破旧秩序 ,建立新秩序的认识、需求和政策主

张。〔25〕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个具有世

界影响和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 ,是在 1974 年第六届特

别联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来

虽然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 ,仍然有一种不信任 ,甚至是

恐惧的心理 ,怕自己被约束住 ,参与程度多是防御性

的。随着中国逐步参加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 ,中国认

识到 ,“多边规则是把双刃剑 ,西方国家能接受一些共

同标准也是妥协的结果 ,它既束缚别人也束缚自己 ,在

受束缚的同时也得到一定保障。”〔26〕现行体系并非一无

是处 ,对现行体系的改造是一个改变其不合理的内容

的“扬弃”过程 ,只有通过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体系 ,以

建设性的姿态循序渐进地对其加以改造 ,才能为建立

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2003 年以后 ,

针对单边主义盛行的状况 ,中国进一步提出多边主义

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 ,是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有

力保障 ,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最佳途

径”,“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惟一选择 ,也是时代发展的潮

流。”〔27〕

观念的改变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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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和战略角度分析问题传统 ,把国际关系看作是

双赢、共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参与国际体系本身提

供了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1 年的实践使中国“认识到国际金融环境对一个国家

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8〕正如江忆恩

指出的 ,“自从中国参与各种国际机制以来 ,它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断发展 ,给中国带来了国际形象上

的成本和收益 ,对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起到了极大

的积极影响。”〔29〕但他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是

一个“适应性”的过程 ,而不是“学习”过程。〔30〕这一观点

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市场。但本文则同意另一些学

者的观点 :“适应”和“学习”并非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因

为“适应经过一定的时间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环境 ———

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 ———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因

此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适应的学习过程”。〔31〕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经历了对“国家身份再定义、

战略文化再建构 ,对安全利益再思考”的转变 ,形成了

“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

全”的观念 ,进一步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32〕

3. 全面而不平衡的融入。中国拓展多边外交、融

入国际体系的活动 ,在地域上包括各类国际性、区域性

和跨区域性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组织与论坛 ;在范

畴上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到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各

个方面 ,呈现专业化的倾向 ;在过程上是逐步深入的过

程 ;在规模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但这种参与

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首先 ,从整体上看 ,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目及活

动范围 ,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规模 ,纵向比有很大的进

展 ,但横向比仍然相对有限。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

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 ,欠缺可以充当国际公务员的专

门人才 ,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官员和一般雇

员的比例不大 ,同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目前除行业性的国际竹藤组织总部 ,安全领域的

上海合作组织和经济性的博鳌论坛外 ,没有其他国际

组织将总部或地区办事处设在中国 ;除了吴建民担任

国际博览局局长外 ,没有其他中国人在国际性组织中

担任类似级别的职务。在中国参与的 200 多项国际条

约或协定中 ,只有《上海合作组织宪章》(2002 年) 和《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2

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签署 ,由中国政府保存 ,《打击恐

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 年) 和

《成立国际竹藤组织的协定》(1997 年) 在中国签署 ,由

中国政府保存 ,其余都是在其它国家领土上签署、并由

其它国家保存的协定。

其次 ,从参加和融入的地理分布看 ,中国参与、发

挥作用的多边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

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安全

对话 ,以及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多边对话。而对国际

上或其他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参与的程度和发挥的作

用相对仍然有限。中国与越来越政治化的多边经济组

织八国集团还有一定的距离 ,至今还没有加入 ;对于二

战结束以来持续最久、世界最关注的热点中东问题 ,到

目前中国的介入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

的。虽然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但是中

国的对外能源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双边领域 ,等等。

这些反映了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地位 ,

这一不平衡的改变有待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 ,与参与和融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相比 ,

中国非政府组织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 ,参与其活动和

融入程度相对较弱。冷战结束以后 ,一方面是国内非

政府组织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大

举涌入 ,二者相互交织 ,共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已逐步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时期。〔33〕但是相对其他国家

而言 ,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偏少、活力不强、作用发挥

不明显。在对外交往上 ,中国在非政府领域参与对外

活动时较为谨慎 ,在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融入国际制

度上 ,中国非政府组织不管与中国参与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相比 ,还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比 ,都

显得相对较弱。

4.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

程 ,也是一个行使主权和外交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主权平等原则 ,根据国情自主

决定参与融入的领域、程度和速度。这一原则体现在

几个方面。

首先 ,中国始终反对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家利用国

际机制干涉中国内政 ,也反对对任何其它国家内政的

干涉。如中国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但

坚持“开展维和行动需要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的

原则。

其次 ,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截止到 2003 年

底签署的 273 个国际公约或多边协议中 ,对其中的 27

项中的个别条款保留自己的解释 ,或做出例外说明 ,保

留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但是 ,一旦中国参加了某一

组织或签署了某一国际协议 ,中国都严格履行自己承

担的义务。这一点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如 1986 年

至 1991 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科纳贝尔 (B. B. C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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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表示 ,“中国在落实自己的义务方面是一个典范。

世行从不需要改革或调整对中国贷款的条件 ,因为中

国总是非常自律来满足世行的条件。”〔34〕

第三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上 ,

中国反对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接纳台湾参加其中。

1993 年以来 ,中国在联合国连续挫败了一些国家提出

的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的图谋。对于某些允许地区参

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中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 ,

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和实际情况 ,以所能同

意和接受的方式对台湾的加入做出了安排。在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台湾在中国政府的允许下以“台、

彭、金、马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 的名义参加

世贸。

第四 ,在中国参与国际组织、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

始终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中国没有参加任何具有军事

同盟性质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组织 ,中国参与推动形成

的多边组织和机制都是开放、非结盟、不针对第三方

的。在这些组织内部中国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根

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正如李肇星在接

受专访时所说 ,“中国不和任何国家结盟 ,但可与各方

进行协调 ,能说和敢说别人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在

联合国很有威望 ,朋友很多。”〔35〕

5. 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国际社会 ,参与国际组织

的过程中 ,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定位 ,并为发

展中国家说话。

在多边机制中 ,中国始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地位

和立场考虑全球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多种多边场合提

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发达国家在尽享全球化“红

利”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

中国主张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

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

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

江泽民主席 1999 年 12 月在国际保护臭氧层大会致辞

时说 :“发达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曾经对全球环境造成的那些历史影响 ,因而有责任

承担更多的义务”,“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

题”。〔36〕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坚持 ,应“优先增加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让更多国家 ,特别是中小国家有

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 ,参与其决策。”〔37〕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内 ,中国的“一贯立场是 ,支持发展中国

家的合理要求和正确主张”,“对于有损于发展中国家

利益的主张 ,我们则进行了批评。”〔38〕

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行动中 ,中国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相互协商 ,互相配合 ,共同提出主张。如为配

合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 ,中国会前发起并在北

京举办发展中国家部长级会议 ,41 国与会发表了《北京

宣言》。根据宣言内容 ,中国在环发大会筹备会上提出

了 7 条原则 ,被列为《环境与发展宣言》的讨论基础性

文件之一。2003 年 9 月墨西哥坎昆会议中 ,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合作 ,以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名义向世贸组织

提交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提案 ,要求美国和欧盟大幅削

减国内农业补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 ,从根本上改变其

贸易保护体系 ,并提高发展中国家成员对发达国家成

员的市场准入水平等。

中国通过拓展多边外交 ,加入国际组织 ,参与国际

机制 ,融入现存国际体系 ,获得了必要的市场、资金和

技术 ,促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得以高速发展 ,与世界的联

系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 ,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 ,在

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意

见 ,发挥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作用 ,改善了国际形象 ,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提高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通过这个共赢的过程 ,“中国社会进入了

历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时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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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and f urt her consolidated and up gruded i n t he new cent ury .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t 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 ween India and AS EAN has not only brought changes to Indiaπs f oreign develop ment st rategy , but

has also made far2reachi ng i mpact on t he t rend of develop ment of Asiaπs economic i ntegration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 nd Ot her Count ries

55 　A nal ysis of t he M aj o r C ha rac t e r is t ics of C hi naπs M ul t i l a t e ral Dip l o m ac y i n t he Pos t2Col d Wa r Era

by 　Zhang Qingmin

To adap t to t he develop ment of globalization , Chi na has widely participated i n i nternational regi mes i n t he

p ost2cold war era and become i ncreasi ngly i ntegrated i nto t he i nternational com m unit y . The expandi ng of

Chinaπs m ultilateral dip lomacy has been all2di mensional , m ulti2level , and i n al most all f ields . Such p rocess is a

rational one as well as one of concep t change , but wit h t he f eat ure of i m balance i n scope and degree. Chi na ad2

heres to t he p rinciple of i ndependence and t he identit y of a developi ng count ry in joi ni ng t he i nternational

com m unit y and expandi ng its m ultilateral dip lomacy.

Worl d Economics

62 　O n t he C u r re n t S i t ua t i o n a n d Ref o r m of W TO Decisi o n2m a ki n g Pr ocess by 　Liu Yong

Recently , due to t he fail ure of W TO Mi nisterial Conf erences on t w o occasions , W TO decision2making p rocess

has become t he target of more and more criticism and rep roach and t he voice f or ref orm has also been growi ng.

W TO decision2maki ng p rocess can be divided i nto f ormal and i nf ormal p rocess : t he f ormer includes consensus

and voti ng ; t he latter ref ers to“greenroom meeti ng”p rocess . The shortcomi ngs of W TO decision2maki ng

p rocess i ncl ude lack of t ransparency , li mited access f or developi ng members and low ef f iciency. As a result ,

relevant ref orms are required.

Count ries a nd Regions

68 　Gove r ni n g w i t h N e ws i n t he U . S . by 　J i Zhonghui

J ournalism i n U . S national governance not only a means , but also a ki nd of belief . In t he U . S , news is om ni2

p resent and journalism participation has endowed t he p olitical p ower wit h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 ng competi2

tive rat her t han hierarchical . The causes of governi ng wit h news of t he U . S government as well as its perf orm2

ances have been sum marized and f urt her explored i n t his t hesis .

73 　T he Rea w a ke ni n g of t he A m e rica n Eva n gel ical S ocial Co nsci o us ness by 　Guo Yaling

The recent resurgence of evangelicals and t hei r large2scale social engagement have become one of t he most st ri k2

ing f eat ures i n contemp orary A merican societ y . This article begi ns its analysis f rom t he concept of evangelicals ,

t hen goes i nto t 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 he revival of evangelical social concern , t he t heological basis f or so2

cial i nvolvement , t he i mp ortant inf luences of t hei r social engagement , etc . Fi nally , it makes a brief p rediction

on t he f ut ure of t he evangelical social conc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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