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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50
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维护广大发展中
国家正当权益，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积极
提供者。
　　 10 月 19 日起，新华社开设“恢复
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栏目，以全
媒体报道形式，回顾 50 年来中国同联
合国合作的历程，聚焦中国为促进联
合国事业发展和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作
出的巨大贡献，展现中国推动国际社
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
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
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
心平台的积极努力，彰显中国以实际
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担当。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以 压 倒 多 数 通 过 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联大会
议厅顷刻沸腾，掌声、歌声、欢呼声汇
聚回荡，经久不息……
　　“在我长达半个世纪的联合国记
者生涯中，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件事能
够引发如此巨大的欢呼浪潮。”目睹这
一历史时刻的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
驻联合国记者伊夫蒂哈尔·阿里说：

“这件事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意
味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
在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从规
模、组成上看，联合国方才成为一个世
界 性 组 织。”联 合 国 前 秘 书 长 潘 基
文说。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也
揭开了中国外交史的新篇章。从此，联
合国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
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国开展
全方位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
时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
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联合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
和贡献的重要见证。50 年来，中国始
终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始终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范围赢得广泛赞誉。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是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为促进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社
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第七十六届联大主席沙希德说。
　　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自 1990 年以来，中国军队累计参与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4 万余人次。“50 年来，中国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为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
贾说。
　　赞比亚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姆旺加说，中国向一些非洲国家
派遣维和部队，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世界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过去 50 年里，中国的参与和
贡献增强了联合国的权威和危机处理能力。”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
厚麟说。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娅认为，中国在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2020 年，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前 10 年完成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
现和平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这一成就将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向前
推动了一大步，也极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
心。”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能源司司长刘鸿鹏说。
　　“50 年来，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世界贡献良多。”世界卫生组
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中国早期摸索出来的很多公共卫生方面的
经验受到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认可。在传统医学方面，中国贡献也被
世卫组织和很多国家接受。”
　　 2020 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成为全球唯
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对稳定世界经济、增强各国信心具有
重要意义。”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说。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气象研究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在世界
气象组织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也一直在帮助亚洲
以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事处主任德钦策林眼中，中国是全
球环境议程的重要引领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污染和保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已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和
宪法，这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作为指导全球战略方向的典
范。”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多年来，中国一
直努力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向很多国家提供新冠疫苗，在“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派驻维和部队，
在非洲执行海军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等，这对维护世界
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对国际多边体系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联合国期待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帮
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把联合国同中国的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执笔记者：倪红梅、王晓梅；参与记者：王建刚、尚绪谦、陆睿、
杜白羽、田明、赵宇鹏、曹凯、陈俊侠、陈斌杰、聂晓阳、刘曲、宋宇、
白林、兴越、杨士龙、胡友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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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记者成
欣、潘洁）针对美国倡议举办“领导人民
主峰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9 日指
出，民主不是口号，也不是教条，更不是
推行霸权的幌子。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
不是召开所谓“民主峰会”，而是遵守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加
强全球协调与合作。如果打着民主旗号
挑动隔阂分裂、煽动对立对抗，必将遭到
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就美国倡议举办
“领导人民主峰会”表示，美方势必邀请
自行认定的民主国家，实质上是用冷战
思维将国际社会划分为敌我阵营。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认为拉夫罗夫
外长说得很有道理。”汪文斌说。
　　汪文斌指出———
　　民主不是口号。不应借用“民主”的
光环来掩饰自身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放
任本国民众因为种族歧视、社会撕裂、贫

富分化等付出沉重代价。
　　民主也不是教条。不应不顾世界各
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千差万
别，试图把民主变成可口可乐，一个国家
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剥夺各国探
索本国民主道路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更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不应
打着民主旗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
为打压他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在国
际上煽动分裂和对抗，把世界推回到危
险的冷战年代。

　　汪文斌说，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不
是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也不是建立什
么“民主国家同盟”，而是遵守以联合国宪
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加强全球协调
与合作，携手应对疫情肆虐、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如果打着民主旗号挑动隔阂分裂、
煽动对立对抗，那将是对民主精神、民主
价值的践踏和背叛，只会给世界带来动
荡和混乱，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这必将
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他说。

外交部评美国倡议举办“民主峰会”：民主不是推行霸权的幌子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记者张
汨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19 日
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海军“康涅
狄格”号潜艇近日在南海海域潜航时撞
到不明物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和部
分人员受伤。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非答：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
关切，要求美方作出澄清。美方作为当事
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有关情况。
　　长期以来，美军打着“航行和飞越自

由”的旗号，频繁派遣航母、战略轰炸机、
核潜艇等先进武器平台在南海炫耀武
力、兴风作浪，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也是此次事件的
根源所在、危害所在。我们同时认为，美
方的上述行为势必影响南海海域的航行
安全，引发南海沿岸国家的严重关切和
不安，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
重大风险。从根源上说，美方应停止对中
国南海岛礁邻近海空域抵近侦察和针对
中国的军力部署，停止在南海搞所谓“航

行自由行动”。
　　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此次刻意拖
延和隐瞒了事故详情，10 月 2 日发生
碰撞事故后，时隔 5 天才发表一份语焉
不详的简短声明，这种不负责任、遮遮掩
掩的做法，缺乏透明度，极易引发误解误
判，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
件的真相和美方意图。
　　此次事件还表明，美英澳近期建立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核潜艇合作，使
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获得可用于

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将使武器级高浓
铀脱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
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诱发军备竞赛，
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
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给地区和平安全带
来严峻挑战。
　　中方要求美方认真对待各方关切，
采取负责任态度，尽快对此次事件作出
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
满意的交代。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答记者问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记者
柳丝）2001 年 10 月，“9·11”事件后不
到一个月，美国对阿富汗发动代号为

“持久自由”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国
“反恐战争”开始。次年，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上撰文预言，这场“反恐战争”的扩
大将加快美国的衰落。
　　今年 8 月，美方从喀布尔仓促撤离
的画面在全世界传播，成为这场 20 年
战争发人深省的注脚。
　　美国《外交》杂志日前刊文指出：“无
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反恐战争’都是冷
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时代的最重大事件。
而这个时代，现在已进入黄昏。”

祸乱世界，霸权主义难逃失败

　　美国自 1776 年独立以来不断对外扩
张，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头号
强国。二战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导
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其主导建
立的各种国际组织中往往享有实际掌控
权。冷战期间，为了谋求自身的地缘战略
利益，美国经常插手干预别国事务，搞颠
覆活动，其所作所为给全球多个地区带
来战乱或动荡。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
级大国，更加肆意妄为，频繁发动或参与
对外战争，给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带来动
荡分裂、家破人亡，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
子。美国经济则依靠技术优势和美元霸
权收割全世界财富。2008 年美国爆发
金融危机后，通过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
转嫁危机，让全世界买单。美国的霸权主
义行径给世界带来种种恶果，成为世界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等世界

局势变化，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其战略焦
虑不断上升，所作所为也愈发霸道：为维
护自身利益，践踏国际法，频频利用长
臂管辖、经济制裁等霸凌手段，打压、限
制别国发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全
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连
盟国政要也不放过；逆时代潮流而动，坚
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大搞对抗性“大
国竞争”；新冠疫情期间不负责任地甩锅
推责，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将病毒溯源
问题政治化，破坏国际抗疫合作……
　　美国唯我独尊、倒行逆施的霸权行
径不得人心，最终难逃失败命运。美国在
阿富汗用了 20 年时间，花费超过 2 万
亿美元，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代价，最终
只落得仓促撤离的失败结局，就是一个
最好的例证。
　　英国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
美国在阿富汗的结局是其“零和世界观
的失败”。《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
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
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阻挠世界上很
多国家的优先事项，“美国的外交政策以
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
国的权力失去合法性”。

国内撕裂，政治社会功能失灵

　　支撑美国霸权的是其强大国力，而
强大的国力，要以社会的团结稳定和政

治的良性运转为基础。然而，今天的美国
国内却是乱象丛生。
　　近来，美国新冠疫情仍然严重。据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 4400 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已超过 72 万例，均居世界首
位，美国死于新冠的人数超过死于 1918
年流感的人数。此次疫情期间，美国联邦
与地方政府协调不力，社会上反科学言
论大行其道，政客们利用疫情议题牟取
个人政治利益……这种种乱象，加之此
前的总统选举风波和国会山骚乱事件
等，让《大西洋月刊》等美国媒体感叹，美
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疫情是一面放大镜，将美国长久以
来积累的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 贫富悬殊。美国财富主要掌握
在最富有的 1% 的人手中，其拥有的财富
总量远远超过社会底层 50% 的人。美国
智库兰德公司去年 9 月一份报告指出，
过去 40 年，90% 美国人的收入增速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底层一半人的收
入几乎没有增长，而顶层 1% 的人的收入
增速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
　　——— 金钱政治。富人利用其财力，通
过游说、选举捐款、政商“旋转门”以及主
流媒体等各种工具来影响操控政治，系
统性社会不公积重难返。
　　——— 种族歧视。非洲裔经常遭警察
暴力对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频发，系

统性种族歧视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领域。
　　如今的美国社会，政治两极对立，社
会严重撕裂。两党政客沉迷于选票和党
争，深陷“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没
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结构性难题。
这些问题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力量。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2014
年曾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政治日渐衰败，
存在制度僵化、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和政
府责任缺失等严重问题。今年 8 月，福
山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撰文指
出，美国衰落的长期根源更多在其自身，
其全球地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内政治
两极分化。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也刊文
指出，美国的危机是其政治和社会撕裂
以及制度衰落所导致。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5 月比较
了 1958 年至 2021 年间美国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度数据。结果显示，信任政府的
美国人比例已经从 1958 年的四分之三
降至今日的不足四分之一，年轻群体对
政府的不信任尤为严重。

幻象消散，“山巅之城”光环失色

　　依仗强大国力，美国长期以来一直
自视为“山巅上的闪耀之城”，自认为比
其他国家更“伟大”、更“优越”。然而，美
国鼓吹的美式价值观，不过是其维护全
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随着美国社会
撕裂、政治极化、疫情失控、对外干涉碰
壁，其头顶的虚假光环正在迅速消散。俄
罗斯政治观察家彼得·阿科波夫指出，美
国如今正在失去影响力，而且速度比它当
初赢得影响力时快得多。皮尤研究中心 6
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法国、西班牙和
希腊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
是可信任的合作伙伴，法国和西班牙受访
者中有四成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较差。
　　就连美国民众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
是所谓的“山巅之城”。雅虎新闻和“舆
观”民意调查公司去年 7 月联合发布的
民调结果显示，62% 的美国公民认为，
如今的美国不符合“山巅之城”的标准。
　　上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历史学家保
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套
用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名言说：“罗马
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现在轮到斯卡斯
代尔了。”斯卡斯代尔是纽约州一个富裕
的小镇，在这里指代美国。肯尼迪以此警
示，这个超级大国也逃不过“帝国过度扩
张终将导致衰落”的命运。《外交》杂志刊
文认为，在 21 世纪的今天，美国政府必
须认识到，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
而且一去不回。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
冠疫情叠加，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霸权国家推行霸权政治，
为一己私利拉帮结伙搞对抗、零和博弈，
只会带来恶性竞争和冲突，让人类陷入
灾难。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各国
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
展、共同繁荣。
　　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德兰·奈
尔说，世界需要通过合作来维护和平、管
理全球经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
情等全球性问题，解决办法是共同打造
一个多极化世界。

失败、失灵、失色的美国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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