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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阿拉伯世界

顾　坚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分不开的。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人
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正义事业，赢得了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好感，和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建立
了外交关系，从而获得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至１９６５年，阿拉伯国家占与中
国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六分之一，其影响力不容小觑。阿拉伯国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的
立场和态度，体现了阿拉伯国家对华的“合法性”认知，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到了异常重要
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阿拉伯世界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８７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４０－０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

世界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中国 在 联 合 国 及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中 的 合 法

席位及其权 利 理 应 属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但 是，
美国敌视新 中 国，仍 旧 扶 植 盘 踞 台 湾 的 国 民 党 当

局以“中华 民 国”的 名 义 继 续 占 有 联 合 国 席 位，操

纵联合国长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

一、早期的博弈与阿拉伯世界

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新 中 国 成 立 前 一 天，中 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宣告国民党集团没有资格出

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国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 部 长 周 恩 来 致 信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赖 伊，
要求取消国民党当局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

是，赖伊 以“电 码 有 误”为 由，要 求 复 核。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１８日，赖伊以电文来自“非成员国”为借口，
拒绝将电 文 副 本 散 发 给 会 员 国 代 表［１］。当 时，以

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支持中国的立

场，不承认蒋 介 石 代 表 的 合 法 地 位。而 美 国 杜 鲁

门政府顽固 坚 持 反 共 立 场，认 为 台 湾 代 表 蒋 廷 黼

的全权证书依旧有效。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联合国

安理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投票，３票赞成，６
票反对，否 决 了 苏 联 驱 逐 台 湾 当 局 代 表 的 提 案。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唯一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法

鲁克国王的统治下，奉行亲英美的政策，和台湾当

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对苏联提案投了反对票。

１９５０年５月，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访问苏联时，
会见了中国 驻 苏 大 使 王 稼 祥，这 是 联 合 国 最 高 级

别官员首次会见中国外交官。赖伊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恢复在 联 合 国 的 席 位 提 出 了 条 件：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政府 必 须 接 受 国 民 党 政 权 的 国 际 义 务；国

民党政权应当是自动退出，而不是被驱逐；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必须和联合国附属机构合作。赖伊

的立场和中 国 的 诉 求 之 间 的 距 离 依 旧 很 大，因 为

中方坚持认 为，恢 复 中 国 在 联 合 国 的 合 法 席 位 是

无条件的，对于蒋介石集团只能用驱逐的方式，因

为顽固反共的蒋介石集团根本不可能自动退出联

合国。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的焦点也

转移到朝鲜问题，赖伊和中国的接触无果而终。

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国政务院总理 兼 外 交 部 长 周

恩来致电联 合 国 秘 书 长 赖 伊，要 求 联 合 国 拒 绝 国

民党集团派 代 表 出 席 第 五 届 联 合 国 大 会，并 且 告

知赖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已 经 委 任 了 出 席 第

五届联合国 大 会 的 代 表 团。但 是，直 到 第 五 届 联

大召开，赖伊 都 未 回 复 周 恩 来 的 电 报，采 取 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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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态度。
在１９５０年９月的第五届联大上，印度和苏联

都支持中国 恢 复 在 联 合 国 的 合 法 席 位。但 是，第

五届联大成 立 了 所 谓“中 国 代 表 权 问 题 特 别 委 员

会”（根据加拿大提案），以审议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的问题。该委员会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

度、伊拉克、墨西 哥、菲 律 宾 和 波 兰 等７个 国 家 的

代表组成，波兰和印度的代表支持中国的主张，委

员会中唯一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伊 拉 克，由 亲 美 的 费 萨

尔王朝统 治，与 中 国 无 外 交 关 系，和 美 国 站 在 一

边。加拿大、菲律宾和墨西哥都是美国的盟友，自

然支持美国的立场。该委员会到１９５１年１１月仍

旧议而不决。

１９５０年１月联合国 安 理 会 的 投 票 和１９５０年

９月的第五届联大，埃及和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

的代表，立场都是站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一边，原因

在于，埃及和 伊 拉 克 的 王 室 政 权 在 外 交 上 依 赖 美

国，基本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埃及和伊拉克当局

仍旧和台湾 保 持“外 交 关 系”，尚 未 承 认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政府。从１９５１年第六届 联 大 开 始 到１９６０
年第十五届联大，美国始终以“暂不讨论”或“延期

讨论”的方 式 来 抵 制 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权 利 的

要求［２］２２６。但 是，支 持 中 国 的 力 量———第 三 世 界

正在逐步崛起，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包括阿拉

伯国家在联 合 国 的 日 益 增 多，使 得 力 量 对 比 逐 步

发生变化。

二、联合国成员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的力量对比逐步变化

１９５２年的埃及革命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兴起。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等人发

现，要对抗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必须和

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采取“以商促政”的

方式（即以 经 贸 关 系 推 动 政 治 关 系 发 展），和 埃 及

新政府发展 经 济 合 作，逐 步 和 埃 及 政 府 建 立 官 方

联系。１９５６年５月，埃及正式承认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政府是中 国 唯 一 合 法 政 府，这 标 志 着 中 国 开 始

赢得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性认知”。
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中国政府支

持埃及政府 和 人 民 反 抗 英 法 以 的 入 侵，支 持 纳 赛

尔收回苏 伊 士 运 河 主 权［３］２１２，也 获 得 了 埃 及 乃 至

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好感。

１９５８年，伊拉克爆发革命，以卡塞姆为首的自

由军官 组 织 推 翻 了 和 美 国 关 系 密 切 的 费 萨 尔 王

朝，宣布脱 离 美 国 主 导 的“巴 格 达 条 约 组 织”。新

的伊拉克共 和 国 政 府 积 极 改 善 和 中 国 的 关 系，同

年８月，中国和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２年

的反法独立 战 争，中 国 是 最 早 承 认 阿 尔 及 利 亚 临

时共和政府的国家之一。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中国和阿

尔及利亚临时共和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到１９６５
年，联合国成员国中已经有４９个国家与中国有外

交关系，其中 阿 拉 伯 国 家 有 阿 尔 及 利 亚、摩 洛 哥、
伊拉克、索马里、叙利亚、苏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埃 及）、也 门 八 国［４］２２－２４。美 国 智 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美 国 之 友 服 务 委 员

会）在１９６５年 的 中 国 政 策 报 告 书“Ａ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中指出，在 联 合 国 成 员 国 纷 纷 和 中 国 建 交

的情况下，继 续 不 承 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已 经 是 很

困难的事，建议美政府考虑在“消除大陆对台湾军

事威胁”的前提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

合法政府”，并 考 虑 新 中 国 加 入 联 合 国［４］２２－２４。虽

然当时美国政府并未采纳这一意见，但是，阿拉伯

国家占与中 国 建 交 的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的 六 分 之 一，
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中国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过

程。１９６１年，美国促成了一个决议案，即“中 国 代

表权问题是 重 要 问 题”，“变 更 中 国 代 表 权 需 要 三

分之二的多数”，为中国争取联合国合法权利制造

障碍。对于“重 要 问 题”的 定 义，联 合 国 宪 章 是 这

样规定的：“重 要 问 题 的 决 定，诸 如 关 于 和 平 与 安

全建议，选举会员国担任各机构成员，接纳新会员

国、中止会员国权利和开除会员国、托管问题以及

预算事项等，必 须 由 三 分 之 二 多 数 决 定。其 他 问

题以简单 多 数 决 定。”［５］９９－１００根 据 此 规 定，中 国 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权利并不属于联合国宪章规

定的“重要 问 题”范 畴，美 国 这 么 做 实 际 上 是 想 以

三分之二多数的高门槛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

位增加障碍。当年的投票结果是：赞成（恢复中国

合法席位）３６，反对４８，弃权２０。中国离目标还有

距离。
阿拉伯国家，其 中 主 要 是 和 中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的民族主 义 共 和 国，在 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的斗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５年，第

２０届联合国大会召开，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叙利

亚向联大提交了支持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决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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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１９６９年，６个 阿 拉 伯 国 家（其 中 有 阿 尔 及 利

亚）参 与 了 提 交 恢 复 中 国 合 法 席 位 的 决 议 草 案。
此前，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阿 尔 及 利 亚 代 表 提

出，阿尔及利亚参与该决议草案的拟定，是出于其

过去和现在 一 贯 坚 信 的 原 则，即 没 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及其参 与，联 合 国 就 不 可 能 解 决 世 界 的 各 种

问题。

１９７０年联大时，“中国代表权问题”再 次 付 诸

联大表决，美 国 故 伎 重 施，继 续 以 所 谓“变 更 中 国

代表权是重 要 问 题”，需 三 分 之 二 多 数 为 由 反 制。
此次表决支持 中 国 的 票 数 上 升，有５１票 赞 成，４７
票反 对。赞 成 票 第 一 次 超 过 了 反 对 票［３］８９２。不

过，由于美国 提 出 的 的“重 要 问 题”提 案 也 获 得 通

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再次被阻挠。
在１９７１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之前，美国已

经认识到很 难 把 中 国 阻 于 联 合 国 的 大 门 之 外，便

在继续提出 所 谓“重 要 问 题”提 案 的 同 时，提 出 了

“双重代表 权”案，就 是 说 美 国 不 反 对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进入联 合 国，但 是 美 国 力 图 保 留“中 华 民 国”
的代表权（即保留台湾当局的席位）。中国外交部

在８月２０日发表声明，指出坚决不允许在联合国

出现“两个中国”或“一 中 一 台”，在 恢 复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的合 法 席 位 的 同 时，必 须 同 时 驱 逐 台 湾 当

局的代表。

三、１９７１年 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阿拉伯世界

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 第 二 十 六 届 联 大 上，美 国 故

技重演，又 一 次 抛 出“重 要 问 题”提 案。但 是 此 次

美国提案以５５票赞成，５９票反对，１５票弃权被否

决，从而宣告了持续１１年之久的美国“重要问题”

提案政策破产［７］。紧接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等２３国联合署名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的提案付 诸 大 会 表 决，７６票 赞 成，３５票 反 对，

１７票弃权，高票通过该提案。该提案规定，立即恢

复中国在联 合 国 的 一 切 合 法 席 位，驱 逐 台 湾 当 局

的代表。美国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没有提交讨

论便被废弃，宣告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破产。

第二十六届联大参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法席位提案联署的国家有２３个，其中阿拉伯国家

占了８个，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毛里塔尼亚、也

门民主人民共 和 国、苏 丹、叙 利 亚、阿 拉 伯 也 门 共

和国［８］；在成员 国 所 投 的７６张 赞 成 票 中，阿 拉 伯

国家有１３张赞成票（除了８个提案国，还有埃及、
科威特、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另外，投反对

票的只有沙特一国，约旦、巴林、黎巴嫩、卡塔尔四

国投了弃权 票（这 些 君 主 国 顾 虑 和 美 国 的 关 系），
阿曼则缺席投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

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所作出的贡献。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出版的埃及《金字塔报》记录

了当时联大 表 决 的 决 定：“联 大 会 议 决 定，完 全 恢

复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的 权 利，承 认 她 是 中 国 在 联 合

国中唯一的 合 法 代 表，并 决 定 驱 逐 以 非 法 形 式 占

据联合 国 席 位 及 其 他 附 属 组 织 席 位 的 蒋 介 石 代

表。提交决议草案的国家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

利亚、缅 甸、锡 兰、古 巴、加 纳、厄 瓜 多 尔、伊 拉 克、
马里、毛里塔 尼 亚、尼 泊 尔、巴 基 斯 坦、南 也 门、苏

丹、南斯拉夫、赞比亚、索马里、罗马尼亚、叙利亚、
刚果人民共和国。”［９］

阿尔及利亚代表在会上强调，“当北京政府被

非法剥夺在 联 合 国 的 权 利 时，台 北 当 局 一 直 以 非

法的途径在联合同的各个机构中作为全体中国人

民的代表讲 话。在 这 么 长 的 时 间 里，没 有 一 个 人

说，有两个中国存在，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

律指定的代表。这件事不能歪曲为将一个成员国

驱 逐，而 应 是 驱 逐 一 个 少 数 分 裂 当 局 的 代

表”［１０］４４。这段话可 以 作 为 阿 拉 伯 国 家 对 新 中 国

“合法性”认知的概括。
苏丹代表团团长法赫雷丁·穆罕默德在联大

上说：“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来到我们中间是一个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

表参加联合 国，纠 正 了 联 合 国 过 去 二 十 多 年 来 坚

持无视它的宪章的条文所造成的一个错误。现在

消除了这种 违 反 宪 章 的 现 象，对 这 个 组 织 抱 有 希

望的新时代已经开始。”［１１］５４在苏丹代表团团长看

来，联合国过去２０多年对新中国“关上大门”是错

误的，中国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权 利 具 有 伟 大 的 历 史

意义。
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的联大会议上，摩洛哥

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在讲话中代表所有阿拉伯国家

向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代 表 表 示 欢 迎。他 说，包 括 摩

洛哥在内的 多 数 阿 拉 伯 国 家 已 经 和 中 国 建 交，还

与中国建立了经济和贸易往来，彼此互相信任，建

立了彼此友谊的基础。
阿尔及利亚、苏 丹 和 摩 洛 哥 代 表 团 团 长 的 发

言，可以作为 阿 拉 伯 国 家“合 法 地”看 待 新 中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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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他们都 认 为，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才 是 中 国 人

民的合法代 表，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是 历 史

性的伟大事件。１９７１年，多数阿拉伯国家 已 经 承

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地位。科威特外交研究中心主

任巴沙 拉 就 中 国 重 返 联 合 国 这 一 历 史 性 事 件 表

示：“没有 中 国，联 合 国 绝 不 会 代 表 世 界，没 有 中

国，联合国绝 不 会 解 决 诸 如 裁 军、结 束 冷 战、消 除

紧张局势、治理贫穷、环境、气候和荒漠化，以及经

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１２］１２３这位科威特前外交官

用肯定的语气，表达了他的观点：没有中国的联合

国，是没有足够代表性的；联合国要解决世界性的

问题，就必须有中国的参与。
中国联合国 合 法 席 位 的 恢 复，大 大 提 升 了 中

国在阿拉伯 世 界 的 影 响，形 成 了 又 一 轮 阿 拉 伯 国

家和 中 国 建 交 的 高 潮：黎 巴 嫩（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９
日）、科摩罗（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３日）、约旦（１９７７年４
月７日）、阿曼（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５日）、利比亚（１９７８
年８月９日）、吉布提（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

已经和中国 建 交 的 埃 及，对 中 国 恢 复 联 合 国

合法席位反应热烈。１９７２年，埃及总统萨 达 特 公

开表示：“今 天 中 国 作 为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具 有 影 响，
并且已经获 得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否 决 权 的 大 国，我 们

必须与之发展关系。”［１３］２３８他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

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埃及的朋友。

中国 在１９７１年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是 冷 战

史中的重大 事 件，标 志 着 中 国 在 被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西方“孤立”二 十 多 年 后，终 于 获 得 了 国 际 社 会 大

多数成员的认可。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亚非拉广大发展

中国家是分 不 开 的，而 阿 拉 伯 国 家 在 其 中 起 到 了

重要作用。早 先，阿 拉 伯 国 家 有 的 还 是 西 方 列 强

的殖民地或 半 殖 民 地，有 的 还 在 封 建 王 室 的 统 治

下，奉行亲美 政 策，和 台 湾 当 局 保 持 所 谓“外 交 关

系”，并不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有的阿

拉伯国家通 过 民 族 民 主 革 命 推 翻 了 君 主 制 统 治，
如埃及、伊拉克，有的阿拉伯国家则通过独立战争

推翻了西方 殖 民 者，如 阿 尔 及 利 亚。中 国 支 持 阿

拉伯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正义事

业，赢得了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好感，中国和越来越

多的阿拉伯 国 家 建 立 了 外 交 关 系，从 而 获 得 了 大

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在１９７１年 的 联 大 表 决 中，有 表 决 权 的１８个

阿拉伯国 家 有１３国 支 持 中 国，只 有 亲 美 的 沙 特

（当时还和 台 湾 当 局 有“外 交 关 系”）投 了 反 对 票。
由此可见，阿 拉 伯 世 界 中 的 大 多 数 国 家 都 已 经 认

同了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的“唯 一 合 法 政 府”地

位，认同了中国是国际社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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