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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变动因探析

荣　琨

同济大学　上海市　200092

摘　要：人们一般将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以“维持和平”为任务的第一代维和行动，以及“维持和平”

与“建设和平”并行的第二代维和行动。是何种因素促使了维和行动的演变？本文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安理会

在国际维和中的角色与维和行动的深层联系，揭示两代维和行动特点转变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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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通过决

议创建的、并由秘书长指挥的、使用武装和和非武装的军事

人员包括警察部队和文职人员、从事解决国际冲突、维持国

际和平的一种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

时期是 1948 年第一次维和行动至 1987 年美苏关系全面缓和

以前，即第一代维和行动或传统型维和行动。第二时期是

1987 年至今，即第二代维和行动或复合型维和行动。两个

时期的维和行动，无论是规模还是效力都有所不同，而其中

最明显的转变便是，第二代维和行动实现了从维持和平到更

多元的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的跨越。

综上，本文提出了研究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联合国维和

行动发生了由第一代维持和平向第二代建设和平的转变？

同时，本文给出了对应假设：在两个时期中，联合国安理会

角色的变化导致了其角色实践即维和行动的调整。

2. 角色理论视角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转变

2.1 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

2.1.1 第一代维和行动

第一代维和行动时期指 1948 年至 1987 年，这段时间联

合国共开展了 13 次维和行动，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又可被

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8 年至 1956 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创阶段，这一

阶段的维和行动仅限于派遣军事观察员 , 以监督冲突各方

执行和遵守全面停战协定的情况 , 并观察和报告违反安理

会停火要求的行动，真正的“维持和平”并没有进行，但

这一阶段为后续其他维和行动的任务区提供了经验丰富的

维和人员。

1956 至 1977 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

段恰逢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维和行动快速发展以

应对去殖民化过程中爆发的冲突。一方面，维和行动的数量

规模增长，另一方面，维和行动为解决特定问题在多个方面

有所创新，开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维持和平”。

第三阶段为 1977 至 1987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停滞。

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爆发的冲突规模相对较小，加之美苏对抗

导致安理会通过的诸多决议都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

2.1.2 第二代维和行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第二代时

期。第二代维和行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首先，维和行动的数量得到显著增加，维和部队规模

有所扩大。联合国自 1948 年以来共部署了 71 次维和行动，

其中仅有 14 次是于第一代维和行动时期开展，其余 57 次均

为自 1988 年以来开展。在部队规模方面，第一代维和部队

规模最大的仅有六千多人，第二代则增加到了两万余人。

其次，第二代维和行动的任务与形式愈发多元化。第

一代维和行动很少涉及国家内部事务，第二代维和行动的职

能则发生转变，由传统的单纯防止冲突、监督停火等职责 ,

扩大到监管大选、保护平民活动、恢复经济等综合性任务。

此外，第二代维和行动在形式上还出现了人道主义救助团、

民事警察特派团等新型组成部分。

最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主体越发多样化。越来越

多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参与到了维和行动中。

2.2 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维和中的角色

在上述两个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发生了显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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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回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两个阶段

中，联合国安理会在保障国际和平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

本文以角色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于维和行

动的相关宗旨、规章制度等，对安理会的自我角色定位作出

界定，并由结合来自成员国的他者角色规定，综合判定联合

国安理会在两代维和行动中的具体角色。

2.2.1 第一代维和行动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

第一代维和行动时期，在自我角色定位层面，下列因素

成为重要的界定来源。从法律规定来看，联合国安理会对于

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侵略行为作出正式决定之前，安理

会可采取“临时办法”，以防止冲突局势的发展。就核心原

则而言，安理会批准的维和行动需在三原则的指导下展开，

即同意、中立、最少使用武力。在目标设计上，这一时期安

理会派遣维和部队的目标更多是监督停火协定和非军事化

区域，在冲突各方中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推进和平进程。而在

决策程序方面，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共同作出相关决议。

他者角色规定主要由以下因素界定。这一时期正值由

于美苏冷战，安理会所推行的维和行动并未得到大多数国家

的推崇。一方面，各国的参与度不高。美苏两大国基本上不

参与维和行动，只有加拿大、伊朗等中小国家参加，德、日

更是与维和行动无缘。另一方面，安理会维和行动的效力难

以得到各国认可。在两大阵营对垒的背景下，地区冲突往往

卷入复杂的对抗之中，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局限于调解协商，

冲突各方比起安理会更为依赖大国的介入。

 综合以上因素，这一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自我角色定

位可以总结为：国际维和方面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主体，在

维和行动的实施上具有一定主导权，但仅起到监督协调的作

用。而联合国成员国对于安理会的他者角色规定为：国际维

和中效力较为边缘化的参与者。而在安理会自我角色定位与

他者角色规定综合作用下，第一代维和行动时期，联合国安

理会在国际维和中的身份偏向于统筹协调者与参与者。

2.2.2 第二代维和行动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

在第二代维和行动时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作出了

一些调整，在自我角色定位层面，主要影响因素如下。在核

心原则方面，80 年代后，随着维和行动数量的增加，之前

的原则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就同意原则而言，尽管维和人员

仍需要获得东道国政府的同意才可进行部署，但在实际操作

时，并不是总能获得所有冲突方的同意；中立原则也有所变

化，维和人员更偏向于裁判的角色；最少使用武力原则也扩

大为联合国维和人员可以使用武力来保护任务的进行。随着

冷战走向终结，安理会给予维和行动的目标也发生改变。维

和行动常被用于帮助东道国建立广泛意义上的自由的民主

的政党、自由的市民社会，甚至市场经济等。在决策程序方

面，冷战后，安理会成为唯一作出决议的机构。

这一时期安理会的他者角色规定有很大程度的变化。

冷战后，相关国家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度空前增加。联合国安

理会成为大国为进行危机管理进行合作的重要途径，多边参

与危机管理提供了一个协商的场合以及法律上的程序。甚至

有一些国家通过改变旧有宪法的限制性规定 , 或赋予宪法条

例更宽泛的解读以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来。但相对的，

由于许多国家都把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获取安全利益

的重要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使联合国安理会在维和行动中

的主导作用受到侵害。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安理会能够通过维和行动的部

署施加影响，使得其在国际维和上的自我角色定位渐渐转变

为管理者。而他者定位方面，各国对于安理会维和行动的参

与强化了其管理者定位。但与此同时，大国的干预行为又使

得安理会无法成为国际维和中唯一的主导者。综上，这一时

期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倾向于国际维和的共同管理者。

2.3 角色理论视角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及动因

从角色理论视角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转变实则是

联合国安理会角色调整的结果。冷战后，国际冲突形势变化，

出于管控国际冲突的需要，安理会的主导性增强。各国基于

自身利益考量，纷纷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使得安理

会在国际维和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得以增强，进而拥有了一

定的强制效力 。

随着时间推移，安理会的自我角色定位与他者角色规

定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角色从维和之初的统筹协调者、参与

者，逐渐向组织者、共同管理者方向转变。当安理会扮演统

筹协调者与参与者角色时，其对外政策角色表演，即联合国

维和行动，更多地体现为协调与监督，主要发挥 “维持和平” 

的作用。而当安理会角色转变为组织者与共同管理者时，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效力更强，作用形式更为多样，政治化特性

也更加明显。这使得维和行动在 “维持和平” 之外，还呈

现出 “建设和平” 的特性，从而实现了从第一代维和行动

到第二代维和行动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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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角色理论的视角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变的动因进

行分析，我们能够得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由于联合国安理

会在两个时期的身份转变，而随之呈现出不同特点。

在 1948 年至 1987 年，安理会在国际维和中的角色为

统筹协调者与参与者，故而其对外政策角色表演体现为监督

停火、参与调停等，维和行动表现为“维持和平”。而自

1987 年以来，安理会角色变化为组织者与共同管理者，其

对外政策角色表演扩大到监管大选、进行行政管理、恢复法

治建设等综合性任务，维和行动表现为“维持和平”与“建

设和平”的双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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