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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联合国 51 个创始国之一，对
联合国的创建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作
出了重要贡献。自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新中国一直秉持《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与原则，成为联合国各项事业
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在维护国际
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各领域
以及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运作方面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创建的重要参与者

抚今追昔，人们不能不回想起中国对
联合国创建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主要体
现在中国参与了从酝酿到建立联合国的
全过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两方面。

1942 年 1 月 1 日，《联合国家宣言》在
美国华盛顿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
盟正式形成。中国正是在该宣言上签字的
26个国家之一，并且是这个反法西斯联盟
的四个核心国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的形成加速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进程，并为
创建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初步基础。1943
年 10月 30日，中、美、英、苏在莫斯科签署
了《关于普遍安全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
国将遵照《联合国家宣言》采取联合行动，
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其无条
件投降，同时宣布将在尽快可行的日期内，
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
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该《宣言》第
一次正式宣告四大国一致赞成战后成立一
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为联合国
的创建迈出了关键一步。

1945 年 5 月，纳粹德国被彻底击败
后，中美英三国又在同年 7 月 26 日发表了

《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军国主义投降，
并就履行《开罗宣言》等战后对日本的处
理和东亚国际秩序作出进一步安排。正
是在上述国际文书基础上，中、美、英、苏
四国发起于 1945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26 日
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由 46 个国家参加的联
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讨论制定《联合国
宪章》，故而这次会议又被称为“旧金山制
宪会议”。经与会国家签署和批准后，同
年 10月 24日联合国宣告正式成立。

中国还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
并为其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宪章》的
起草实际是从 1944 年 8 月 21 日开始，至

10 月 7 日结束。起草会议是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郊区的一所被称为敦巴顿橡胶园的
大厦里举行的。参加起草的只有中美英苏
四国的代表，他们根据上述《关于普遍安
全宣言》的精神，草拟了《关于建立普遍性
国际组织的建议草案》，也就是后来的《联
合国宪章》的草案。在草拟过程中，中方提
出了自己的方案，包括 7 条建议，其中 3 条
建议最后被写进了《宪章》草案中。《宪章》
经旧金山制宪会议通过后，在 1945 年 6 月
26日举行签字仪式时，中美英法苏五大国
先签字，中国又是第一个签字国。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
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集中
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
洲主战场，歼灭侵华日军 154 万人，牵制
日军 240 万人，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最大的牺牲和重大贡献。因此，中国成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之无愧
的，是用巨大的民族牺牲争取来的，而不
是像国内外某些人所说的是其他几个大
国或他们的领导人恩赐的结果。

国际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1971年 10月 25日，第 26届联合国大
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的决议。恢复合法席位后，新
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积极参与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各项活动，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非殖民化事业方面，1971 年 12 月，
中国被选入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次
年 4 月，根据中国政府的推荐，唐明照被
任命为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和托管事
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为新中国首任联
合国副秘书长。他积极推动联合国非殖
民化事业的开展。无论在联合国的大会
上或其他各种会议上，还是在联合国非殖
民化委员会内，中国始终伸张正义，坚定
不移地站在那些仍然生活在殖民统治下
的人民一边，支持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南部
非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裁军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
面，中国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率先也
是迄今唯一宣布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
器和对有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
家，并且是第一个提出主张建立无核世界

的国家。在核裁军领域，中国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美苏（俄）两国拥有核武库
最大的国家应率先大幅度削减核武库、停
止军备竞赛的提案，并获得联合国大会的
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冷战结束以来，中
国积极参加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先
后主持了 6 轮六方会谈，为维护半岛稳定
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积极贡献。中
国也积极参加了长达 12 年的伊朗核问题
谈判，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为促成最终全
面协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为联合国维护和平与安全所作
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对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的杰出贡献。中国从 1990
年 4 月首次向联合国派出维和人员以来，
今年已是第 25 个年头了。25 年来，中国先
后参加了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
出维和官兵达 3 万余人，维和官兵新建、
修复道路 1.1 万余公里和 300 多座桥梁，
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 9400 余枚；接
诊病人 14.9 万多人次；运送各类物资器材
110 万吨，运输总里程 1200 万公里，相当
于绕地球 300 圈。中国维和部队用行动向
世界展现了热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
持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另一项突出贡献是中国海军出色地履
行联合国赋予的亚丁湾护航使命，维护国
际航行的安全和自由。近年来，索马里海盗
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世界航运的安全行
驶和正常秩序。自2008年10月以来，联合
国先后通过多个打击海盗的决议。中国政
府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于2008年
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了第一批
海军护航编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迄今
为止，中国共派出 21 个护航编队，各类军
舰 60 艘次，直升机 44 架，特战队员 1700

余名，官兵17500余名。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共护航825批5900余艘中外船只，成功解
救、接护和救助了 60 余艘中外船只，有效
遏制了海盗的猖狂活动，维护了国际航行
的自由和国际航运事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中国不仅高度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维
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一
贯主张联合国应该至少像重视和平一样重
视发展问题。为此，中国在努力发展本国
经济的同时，极尽所能支持联合国各项经
济社会事业，是联合国各项事业的带头践
行者、积极推动者。

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
热内卢召开了由 103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
通过了《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并
制定了《21世纪行动议程》，为国际社会共
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促进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人们很少知道，早
在这个会议召开一年之前的 1991 年 6 月，
中国就率先发起并在北京举办了发展中
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41个国家代
表与会并发表了《北京宣言》。中国代表
团根据该宣言内容提出的 7 条原则被列
入《里约宣言》的讨论基础文件，大大地推
动了里约峰会的顺利举行。里约峰会一
结束，中国政府就率先采取行动，制定履
行《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计划，并于
1994 年 3 月颁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21世纪议程》。

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了千年首脑会
议，与会的189个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和代表
们在联合国总部通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千
年宣言》，郑重承诺将共同致力于实施多项千
年发展目标，包括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在
1990年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促
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合作伙伴关
系等。今年7月24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
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报告表明中国在消
除贫困与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保障妇幼健
康、疾病防控、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联合国公布的最终报告
所列举的多项成绩中，中国的贡献所占比例
最大。例如，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生
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90年的19亿降
至2015年的8.36亿，而中国则在1990年至
2011年间已将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占
减少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也竭尽全力践行千年
发展计划中规定的第 8个目标即推动建立
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先后为
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
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国际社会共同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先
后 6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
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累计
金额约 300 亿元。2015 年 1 月 1 日，中国
政府正式实施给予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
国家97%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措施。中国
还积极开展对外医疗援助，累计对外派遣
21000 多名援外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
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

（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
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峥 嵘 岁 月 著 华 章
——70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支持联合国各项事业发展综述

钱文荣

编者按 70 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

得伟大胜利之际，联合国诞生了，今年是她的

70周年诞辰。上世纪上半叶，不到30年就爆发

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和惨

痛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

立，适应了时代进步的需要，体现了各国人民

渴求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愿望。70年来，联合国

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权三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将在9

月 26 日至 28 日召开世界峰会，并讨论通过

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

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与世界各国

领导人一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商维护

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发展的大计。随着综合国

力的继续增强，中国将继续秉承《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国

际义务，为维护国际和平和推动世界经济社会

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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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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