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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5_8C_E5_8F_B2_EF_c25_495437.htm 一、联合国的成立及

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历史进人当代时期

。在大战结束之际成立的联合国，是世界当代史的一件大事

。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有关决议，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

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次会议仍以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命

名，并以加入《联合国家宣言》作为被邀请国的条件，足见

它同当时的战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说是世界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家在寻求战后集体安全体系。 参加旧金山

会议的共有50个国家（波兰因故没有参加，但事后在宪章上

签了字），会议成立了一个由所有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指导委

员会，负责决定有关的主要原则和政策事项；又成立一个

由14个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给指导委员会准备各

种建议。此外，还设立其他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筹议各项问

题。经过各种全体会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各种形式的

协商与激烈争论，代表们于6月25日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

宪章》。该宪章在中、法、英、苏、美以及其他签字国过半

数交存批准书后，于1945年10月24日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

宣告成立，一个新型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正式开始了它的活

动。联合国在纽约设总部，在日内瓦和维也纳设有关机构的

常驻中心。会员国在联合国所在地设有常驻代表团。 联合国

的创始会员国51个。截至2002年底，会员国已发展至191个。

下属机构主要有6个，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联合国大会由



全体会员国组成。宪章规定，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政

治、经济、社会、托管、法律等问题，并向会员国或安理会

提出建议；但不得就有关国际和平及安全问题采取行动。它

实质上是一个建议性机构，大会每年举行一次。 安理会由5

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中、美、俄、英、

法为常任理事国。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

期2年，交替改选，每年改选5个。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安

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的行动以

“五个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规定5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

题上有否决权。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努力调整自己的机构和

活动，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安理会经常开会讨论制止世界各

地的冲突。联合国50年来促成了170多个和平协定。自1948年

在耶路撒冷设立观察团以来，先后组织了40多次维持和平行

动。自80年代以来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向独立主权

国家提供选举援助。1991年第四十六届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

选举事务协调员，使选举援助工作获得新的突破。在裁军、

非殖民化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环境方面，也通过了

一系列文件，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90年代，国际格

局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在转折时期发挥了作用，维护了世

界的和平与稳定。但联合国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 

联合国是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特定国际关系的产物。

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一个能解决短期国际危机的组

织，而较接近一个守护世界和平的使者，着力于推行防范战

争的长期工作，并推动科技、文化与其他相关的功能性合作

计划。它在国际间提供一个可以自由交流意见的论坛及场所

，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它的最大影响，是确



立某些被国际普遍菜纳的原则与行为。联合国与国际联盟代

表着20世纪人类寻求世界和平、维持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的贡献与未来的角色，明显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位

置，而是协调国家间的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塑造一个为国

际社会所接受的新世界秩序。 二、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29个

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老殖民主义伺机卷土重来和新殖民主义

挑战面前，为共同进行反帝、反殖斗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

主权，促进彼此间的团结合作，发展亚非国家间的新型关系

而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万隆会议于1954年3

月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五国发

起，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 万隆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①它是亚非国家历史上第l次自己发起、组织的国际会

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自主讨论

亚非事务，增进了解与合作。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的圆满成功，

极大地提高了亚非国家的民族信心。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

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②它的圆满成功，增进了

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尊重、同情和支持，消除了彼此间的

疑虑和对立，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从而极大地推

进了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③它的积

极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

族独立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进程。④它

所确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已成为国

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在保卫世界和平中，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不结盟运动 (1）不结盟运动兴

起的原因：①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萌芽了独立



、中立、不结盟思想，并逐步被新独立国家所赞赏和接受，

这为不结盟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②新独立国家

仍然受到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们和尚未独立的国

家都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合作，联合斗争，才能赢得独立

、巩固独立。③美苏争霸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独立、安

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到：只有

以不结盟政策取代集团对立，以和平共处取代冷战对抗，才

能更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④新兴国家

独立后，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不能平等参与国

际事务，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极不正

常、极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不结盟运动正是新兴独立国家在

国际舞台上争取平等地位、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一种比较有

效的斗争形式。 (2）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56年7月铁托与纳

赛尔、尼赫鲁在布里俄尼岛会晤酝酿成立不结盟运动。1961

年9月，由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塞尔、印度总理

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发起，第一届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在

第一、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者主要反对西欧老

牌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最后结束殖民主义”。197。年9月

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美国

，通过了《关于不结盟和经济进步的宣言》，第一次将经济

问题列为会议主要议程。1973年9月召开的第四届首脑会议首

次提出要反对霸权主义，并号召发展中国家从掌握本国自然

资源主权人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3）不结盟运动的基

本原则：反帝、反殖、反霸，独立，发展；和平、中立、不

结盟。 (4）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和作用：①推动了民族独立运



动的发展，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②它坚决反对

集团对立和强权政治，有力地揭露、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

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③为提高中小国家

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不

结盟运动倡导大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一律平等的原则，各国人

民享有自决权，独立和自由地决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

方式和方法。实践上，它积极维护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在

重大国际问题上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主要的政治代表。④它积极维护第三世界

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为改善第

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为促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一度处于比

较困难的境地，但最近情况有所好转。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

治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谋求第三世界经济发展

仍然是不结盟运动的主旋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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