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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一九八九年中國正式要求向聯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派遣五名軍

事觀察員，這是中國首度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冷戰後，隨著經濟迅速成

長，中國同國際各領域合作的日益擴大，中國在聯合國維和行動參與的次

數、規模和程度也明顯日益擴大。本項研究計劃主要目的在於通過中國對

聯合國維和建制的參與行為探討中國在全球安全範式上的實踐。此可分為

兩個層次言，第一是中國維和行動實踐的性質，中國冷戰後日益擴大對聯

合國維和建制參與的原則、目的及理念如何，其反映在中國對全球安全範

式實踐上的性質如何？究竟現實主義的國家安全範式、以及理想主義的全

球安全範式如何影響中國維和行動參與的認知？第二個層次是實踐的困

境，中國維和行動明顯受制於自身實力，和大國競爭因素，此外，最大的

困境是冷戰後聯合國維和的對象已從明顯從以往國與國間衝突擴展至國家

內部衝突，以致強制和平(peaceful enforcement)被頻繁使用，人道主義

干預成為對若干地區進行維和的依據，此同中國一向強調尊重國家主權、

反對以人權作為侵犯他國主權，以及干涉內政的原則和價值相互衝突。本

項研究計劃因此希望通過中國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的個案探討實力、觀念

及大國競爭因素在中國對全球安全範式的實踐過程所呈現的影響。 

關鍵詞：全球安全、國家安全、國際建制、維和行動、聯合國、人道主義 

 

計畫英文摘要 

PRC formally requested to send 5 military observers to UNTSO 

in 1989, marking its first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both frequency and scope of PRC＇s 

participation in PKO expand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PRC＇s 

practices in global security arena by investigat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PKO. The study addresses two sets of issues. 

Firstly, what is the nature of PRC＇s participation in PKO? What 

are its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How do realist paradigm and 

idealist paradigm affect its perception in this regard? Secondly, 

what is PRC＇s dilemma here? PRC seems to find itself entrapped in 

both a lack of ability and a self-contradicting cause, when PKOs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rvening in domestic affairs after the Cold 

War. “Peaceful enforcement＂ and humanitarian causes are often 

used to justify these peace-keeping intervention. These 

justifications contradict with those values PRC has long up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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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respect for state sovereignty, opposing intervention in 

domestic affairs. This study will demonstrate how factors like state 

capability, ideas and major powers come into play in PRC＇s PKO 

participation. 

 

Key word: glob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gimes, 

PKO, humanitarianism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一九八九年中國正式要求向聯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派遣五名

軍事觀察員，這是中國首度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冷戰後，隨著經濟迅速

成長，中國同國際各領域合作的日益擴大，中國在聯合國維和行動參與的

次數、規模和程度也明顯日益擴大。2003 年，2004 年中國又派遣涵蓋軍

事、武警人員在內的維和部隊前往海地、蘇丹這兩個地區執行維和行動。

以下將就冷戰以來聯合國維和行動取向爭議之安全典範根源，中國參與維

和行動之安全典範實踐意涵、性質，以及 21 世紀中國參與維和行動對國

際安全典範作用作一嘗試性探討。 

 

二  研究目的 

本項研究計劃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通過中國對聯合國維和建制的參與行為探

討中國在全球安全範式上的實踐。基本上，無論是新現實主義或是新自由制度主

義的支持者，都承認主權國家仍是國際行為中主要行為者，因此國家安全範式對

主權國家的行為仍具有最大解釋效力。對日益崛起的的中國言，一向對主權及領

土完整具有高度的敏感性及脆弱性，國家安全自然是安全政策最高遵循範式，基

於此，中國冷戰後日益擴大對聯合國維和建制參與的原則、目的及理念如何，參

與特質如何？其反映在中國對全球安全範式實踐上的性質如何？究竟現實主義

的國家安全範式、以及理想主義的全球安全範式如何影響中國維和行動參與的認

知？ 

本項研究計劃的目的之二是希望探討國家實力、觀念及大國競爭因素究竟在

中國對全球安全範式的實踐過程所呈現的作用。進一步言之？中國是否願意提供

更多的維和經費，訓練維和人員，以有效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衝突和危機，從而

盡到作為大國維護國際和平的責任？中國內部對國家安全，國家實力與全球安全

相互關連性上是否具有不同的觀點？中國如何在日益擴大的維和參與行動中協

調這些相互衝突的原則及價值？美伊戰爭後，聯合國維和行動前景如何？中國將

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影響明顯將影響中國對全球安全範式的認知及實踐

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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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在安全及國際建制研究方面，冷戰傳統的安全研究相當多，但大部分是以軍

事為重心，特別強調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安全合作方面主要是以

軍事同盟為主要研究課題，因而五○至六○年代之安全研究等同於軍事戰略研

究。但此種趨向在七○後已有所改變，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共

同安全（Common Security）概念日益受到重視，因而安全合作方面的著作日益

增多，而且並不限於軍事同盟方面，最主要的發展就是國際安全領域的建制研究

隨著經濟性合作建制的建構，以及國際建制理論的發展（kraser, 1983）而受到

重視，學者 Helga Haftendorn 認為安全方面研究呈現國家安全、國際安全和全

球安全三大範式，國際安全和全球安全都強調制度、規範、規則的重要性，因而

無論是以格老休斯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安全範式，或是以康德持久和平理念為基

礎的全球安全等式研究，國際建制都成為核心概念與價值（Helga Haftendorn，

1991）。冷戰結束後，安全觀念多元化，經濟、環境、政治在全球化發展下成為

所謂非傳統安全議題，此也引發了究竟何謂安全的爭議（Barry Buzan，1998），

但不論如何，國際建制有助於安全，仍為各方所認可。 

  上述發展也影響到聯合國研究，基本上，傳統的聯合國研究主要以法制、組

織、機構及功能方面的研究為重心，聯合國被視為一最大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安理會是集體安全能否落實的關鍵，因而此面向研究迄今仍有其持久性與重要性

（楊永明，2003）。當然，由於大國在一直在聯合國運作上扮演主要角色，因而

以大國權力角逐為重心的現實主義可以說也是傳統研究聯合國的主要解釋範

式，但隨著冷戰後國際環境變化及安全範式演進，相當多研究開始把聯合國視為

一建制方面的研究，維和行動呈現的效果及彈性的功能擴大適足以提供以國際建

制理論觀察聯合國集體安全運作的切入點。 

  至於在中國外交及國際行為研究方面，冷戰結束前，學者對中國國際行為一

般都是從歷史、意識形態、地緣政治、東西冷戰格局作為觀察及解釋變項。冷戰

後，中國日益崛起，其國際參與也日益積極。觀察中國這種外在行為變化也呈現

分歧，相當多研究是從新現實主義角度出發，認為中國國際行為都是從實力對比

考量，其最近必然將經濟成長力量轉化於軍事層面，以及同其他大國，或是鄰國

的權力競爭上（David Shambaugh，1994）。不過，隨著中國在國際建制上採取較

合作態度，從自由主義角度觀察中國行為的研究也較以往增加，他們認為隨著中

國同外在世界相互依賴增加，以及其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將更依賴建

制，及國際規則、規範來確保自身利益，當然這些規範、規則也將對中國構成制

約，有助於減少其國際行為的隨意性。（David Lampton, 2001; Alastair Iain 

Johnson,1996）此外，建構主義者則從觀念和學習過程研究中國國際行為的轉

變，他們認為中國同國際的合作與互動是一個長期過程，最終將彼此相互影響，

產出一種新的中國與世界互動的結構。（Elizabeth Economy, 1999; Alastair 

Iain Johnson,1996）這三種觀點明顯也反映在中國對聯合國維和建制的參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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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 

 

四  研究方法 

本項計劃的架構是建立在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這兩大範式之上，觀察中國

在面對冷戰後全球化發展環境下，在安全觀念上的變化，實踐上的取向，以及

影響因素。儘管 Helga Haftendorn 認為安全範呈現從國家安全到國際安全，再

到全球安全的演進，但他提出此種演進時冷戰尚未結束，致使他認為從康德

（Kant）持久和平理念出發的全球安全範式，即強調共同安全、共同價值、規

範及原則是一種事實上尚未存在的前提，然則冷戰後安全觀念的變化，以及全

球對國際安全建制的肯定及主動作為，可以說明全球安全的元素日漸增強，而

聯合國維和功能的擴大，以及中國對維和行動轉向積極更是最佳佐證。因而

Helga Haftendorn 認為不存在的前提事實已出現，儘管在國家安全元素仍強大

的情況下，它的力量相當微弱，而且呈現「進一步，退三步」的發展。但毋庸

置疑，它是觀察若干國家，如中國國際行為轉變一個重要面向。 

   其次，本項計劃將從建構主義強調的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來探索為何願意積極參加聯合國維和行動，以及其利益考慮之深層因素，主要

是在廿一世紀繁雜多變世局中，中國固然如現實主義所言必須重視權力與安全

因素，但中國也日益重視自身形象與外界的認知，因而其觀念和政策實踐必然

因外在影響而必須隨時調整，建構主義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觀察。 

   其三，按研究國際機制學者 Stephen D. kraser 的界定，國際機制是「在

國際關係特定問題領域裡行為體願望匯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

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相當多學者認為無論是聯合國作集體安全體制，或是

作為替代集體安全體制的維和行動都符合此項界定，聯合國維和因此可以

被視為一套建制，國際建制理論因此有助於對進一步觀察及解釋中國對聯合國

維和行動的認知，參與期望，目的，政策調整，以及維和任務的選擇。 

    其四，中國參與國際安全建制的歷史不長，經驗不多，最重要的是安全往往

是一個敏感，以及容易引發爭議的領域，本項計劃因此在九月赴北京相當多智庫

進行實地研究訪談，以強化本計劃之經驗性。 

    

五  結果與討論 

（一）聯合國維和行動：作為理想主義國際安全之實踐 

   維和行動基本上是理想主義和現實主義兩大安全思維相互激盪與互動的產

物，維和行動長期的實踐與變化一方面反映了理想主義國際安全思潮與需求，

另方面也反映現實主義國家間利益與權力互動，尤其是大國權力政治影響。換

言之，長達五六年的維和行動的持續性是同時建立在這兩個安全典範作用的基

礎上，缺一不可。 

在理想主義層面作用，第一是維和行動毋庸置疑彌補了集體安全之不足，

緩和了冷戰後可能進一步升高的國際衝突，從而也改善了國際安全，以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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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國際體系的穩定，此也代表聯合國對集體安全體制理想之自主性實踐。第二

是維和行動較諸集體安全制度的較有效實踐進而使得以實現國際安全為目標的

理想主義安全典範能夠進一步獲得闡揚與發展。T基本上，冷戰期間核武讓和

平與安全不可分割的理想主義安全思維獲得驗證，而作為替代聯合國集體安全

體制的維和行動在冷戰四十年的實踐在實現國際安全上的功效，更具有促使國

際安全理念普遍性的作用。冷戰結束後的維和行動的對象從國家間衝突朝向國

內衝突的擴張，反映的更是安全典範朝更進一步理想主義的國際安全面向演

變。不同於以往國際和平與安全概念指涉的是以主權國家普遍安全為前提的國

際社會安全狀態，冷戰後國際安全和平與安全概念明顯擴張為以凸顯「人類安

全」為核心價值，以建立全球安全，或是世界安全規範與秩序為理想，安全內

涵從軍事延伸至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非傳統安全層面。這也提供了冷戰

後聯合國自主的實踐理想主義國際安全上的理論基礎。 

至於現實主義安全典範作用之一，在於維和行動必須有主權國家合作與支

持，主要在於聯合國並不是一世界政府，而是由主權國家建構而成的一個全球性

國際組織。聯合國維和行動，既然作為實踐聯合國集體安全目標的替代物，自然

必須得到多數主權國家在理念與實際行動上的支持與合作，才足以呈現集體安全

的精神。由於維和行動依賴充分的資源、財政預算與管理經驗，此事實上唯有具

實力的大國可以提供，維和行動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實踐因此不僅需要多數國家支

持參與，更仰賴大國的積極參與與支持。 

現實主義安全典範對維和行動的作用之二是主權國家，尤其是大國主要是基

於自身現實主義權力、安全與利益考量參與維和行動。換言之，大部分主權國家

主要遵循的安全典範是國家安全，參與維和行動主要是認知維護國際社會和平與

安全有利於維護國際體系穩定，從而可以更有效保障自己國家安全與在國際體系

中的地位。這種情況也顯示具有理想主義性質的維和行動在大部分國家認知中的

性質卻是工具性的，這種矛盾也給予了若干大國企圖以操縱維和行動來符合自己

特定的目標、價值與利益，以致維和行動經常失去中立性，在權力影響因素下，

維和行動也引發更多爭議。 

現實主義安全典範對維和作用也說明，維和行動的形成、發展與演變一方面

是聯合國本身自主實踐理想主義安全典範所導致，另方面同時也是聯合國與各主

權國家在自身利益與權力考量下的互動結果，聯合國，以及維和行動的持續存在

顯示了人類對建立永久和平與安全體制的追求理想，但吊詭的是此一理想必須依

靠國家行為體基於自身利益考量的參與來達成。從這裡看，中國作為大國對九○

年代日益積極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可以說具有相當大意義。 

（二）中國參與維和行動之理念實踐：從參與中求安全 

中國在九○年代參與聯合國的動機是相當複雜的，不過從中國的安全觀和安

全戰略來看，中國冷戰後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意涵了中國希望從參與中謀取安

全，換言之，中國希望從參與國際社會，讓國際社會更安全來確保自己安全。第

一，中國強調新安全觀，相信國家間安全，以及參與國際安全制度有助自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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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安全觀方面，中國不再侷促於狹隘的國家安全典範。第二，中國通過

參與維和行動可以彰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代表中國對國際安全重視，如此可以

獲得認同與相關大國的好感，改變西方國際社會中國威脅論的形象。第三，中國

可以通過參與維和行動來主導維和機制未來運作規則不會危害自身及同自身利

害相關國家之利益。第四，由於維和行動不但需要大量財政預算，更需要許多涉

及各方面領域的人才與管理經驗，中國可以通過參與西方國家主導之維和行動，

學習西方大國管理跨國組織，並且可以培訓外交和武警人員的相關國際合作經

驗，以彌補自己長期以來在集體安全運作和多邊安全機制運作上的空白與不足，

更可以確保在全球化進程加速下自己同國際相互依賴增強的利益，並且防止損

失。第五，中國參與維和行動有助於聯合國發揮功能，不但可以使聯合國彰顯集

體安全理想主義，同時可以防止美國單邊主義，以及促進世界多極化，如此可以

使中國在 21 世紀面對的整個宏觀國際環境更有利於自身安全與發展。 

    （三）中國參與維和行動：新現實主義典範國際安全實踐    

    從中國參與維和行動的理念表達，以及行動實踐可以瞭解中國參與國

際安全合作基本上仍是從新現實主義出發，而同聯合國集體安全自主性之

理想主義實踐有所差異。 

（1） 中國主張維和行動應遵循冷戰時期三原則，即獲得當事國雙方同

意，不偏向衝突任何一方，以及確保非武力原則。基本上，中國並

不認同冷戰後維和頻頻以人道主義和人權理由介入國家內部衝突，干涉

他國內政，更反對維和頻繁使用強制性手段，將維和行動軍事化，暴力

化。中國認為維和行動是按西方大國理念實踐，中國相當憂心西方

以人權，人道主義作為介入他國衝突的維和行動實踐未來可能會對

中國之安全與內部政治構成不利衝擊，雖然中國強調新安全觀，但

其中特別重視主權完整和不干涉內政的理念，易言之，中國參與維

和固然具有實踐國際安全理想主義之成份，但總體言，中國遵循的

基本上仍是新現實主義中強調主權國家安全的傳統安全典範，中國

因此雖參與冷戰後之維和，但在觀念上同許多基於國際安全理想主

義的維和行動是具有差異的。對中國言，參與維和以確保國際安全

主要是為自身國家安全與利益服務，在這一點上，中國同美國和許

多大國是相同的。 

（2） 由於中國參與維和的動機同美國一樣是具有強烈新現實主義動機，

中國參與維和行動也因此具有強烈大國競爭的現實意涵。美國在柯

林頓剛執政時期對維和行動的重視主要也是相信美國參與多邊主義

有助提升美國之國家利益，但在索馬里維和行動失敗後，美國在維

護國際安全實踐上，日益從多邊主義走向單邊主義，換言之，美國

企圖把聯合國邊緣化。中國明顯反對美國繞開聯合國安理會的單邊

主義行動，中國參與維和明顯具有強化聯合國，希望聯合國在維持

國際安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中美戰略競爭日益明顯狀態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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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對聯合國這種不同認知，使得中國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明顯

具有強烈大國競爭意涵。雖然中國目前實力不強，無法強大預算與

人員提供，以及良好集體安全經驗上同美國競爭，換言之，中國並

不擁有足夠能力通過參與維和扭轉美國在國際安全實踐上的霸權地

位，不過，從長期看，中國參與確實有助於讓聯合國作為維護集體

安全的全球性國際組織之功能得以持續呈現，中國雖沒有單獨性作

為之實力，但中國可以聯合其他國家來達成這種目標，一是俄羅斯，

二是歐洲，三是發展中國家，四是由於未來維和可能會授權區域組

織，中國也將聯合區域國家，強化區域組織，區域國家同聯合國之

關係來主導維和實踐，從而防止聯合國邊緣化，以及主導維和行動

規則之實踐。 

    （四）21 世紀中國在維和行動中的作用 

其四，雖然中國參與維和性質是現實主義和國家安全範式，權力和地位仍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自然對聯合國理想主義安全實踐具影響，但前已

述及，聯合國自主之理想主義實踐要靠國家參與，尤其是大國支持，聯合

國理想主義國際安全原本是在建立在聯合國大國互動彼此建構基礎上。中

國之參與從長期看是有利於理想主義安全實踐，一是全球性理想安全實踐

在中國崛起後是無法在中國沒參與下成功達成的，中國實力愈來愈強未來

可提供更多之預算和人力，彌補若干大國退出之不足，其次，中國也受到

聯合國理想主義國際安全衝擊，以及西方價值，例如中國不能排除參與若

干種族迫害之維和，長期看對於理想安全範式實踐是有助益的，此外，中

國在以往是極端排除集體安全，但參與可以增強中國對集體安全之認可。

其三，中國之參與與積極可以提醒西方大國應更注意國際正義之理想，否

則無法對中國形成正面之影響。其四，進入 21 世紀，非傳統安全日益被

重視，恐怖主義，糧食，能源、氣候都成為影響一國安全因素，此必須有

賴更多大國之合作，聯合國因素將強化，在聯合國任務增多情況下，中國

崛起角色及其政策取向更為重要，聯合國更有賴中國提供更多合作，其他

大國也需要中國之合作，例如 911 恐怖主義發生後，反恐成為聯合國一重

要任務，反恐也需要更大之國際合作，這顯示全球安全正在發揮作用，如

何創造一套各國遵循規則無疑對非傳統安全實踐具影響。中國參與維和無

疑具這方面意涵。當然，21 世紀中國參與維和積極是有助於緩和國際安

全，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恢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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