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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 要 】 本 文 着 眼 于

１ ９ ７ １ 年这一 关键 日寸 间 节点 ， 并从

第 ２ ６ 届 联大 的具体 投票机 制 出

发 ， 认 力恢 复 联合 国 合法席位 与

中 国 中东建交新突破之间是一种

双 向互动 关 系 ？ 即 呈 现
“

建 （ 复 ）

交
——

恢复 合法 席 位 建 交
”

的推进 局 面 。 具体 而言 ： 以 １ ９ ７ １

年新 中 国恢复在联合 国 的合法席

位为 分水岭 ， 当年 中 东 四 国 与新

中 国建 （复 ）交增加 的赞成票数量

与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之 间具有

因果关联 ， 而恢复联合 国 合法席

位与 当 年 １ １ １ ２ 月 中 东 两 国 与

新 中 国 建 交 之 间 也 具 有 因 果关

联 。 此外 ， 第 ２６ 届 联大投票前加

人联合国 的 中东三 国和恢 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后旋 即在年 内 与新 中

国建交的 中东两 国 ， 除阿 曼 缺席

投票外 ， 均在联大投票 中 以弃权

票的方式支持中 国 。 这种 双 向 互

动 ， 是新 中 国提升 国 际合 法性 的

两条路径 ， 即谋求恢复联 合 国 合

法席位与全力增加 建交 国 数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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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上海外 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 队项 目
“

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 中东政治

变迁
”

（项 目编号 ：
２０２０ １ １ ４０４６ ） 、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

伊斯兰 教对 当代 国际关系 的影响研

究
”

（项 目 编号 ： ２ １ ＢＺＪ０５ ４ ） 的研究成果 。

＊＊ 钮松 ， 上海外 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研究 员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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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ｔ ｕｄ ｉｅｓ 副主编 ； 胡丹妮 ， 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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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２０２ １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 （简称新中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５０ 周年 ；

此外 ， ２０２ １ 年也是新中国与 ６ 个中东国家①建 （复 ）交 ５０ 周年 ， 以及多个中东

国家加人联合国 ５０ 周年 。 探究这三个 ５０ 周年之间仅仅是时间 的巧合 ，抑或

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以及复杂的联动性 ，便是展开此文的 目 标之一 。 自 １９７ 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迄今 ，新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
“

五常
”

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最为重要的代表 ，甚至是发展 中国家利益一以贯之的

唯一？代表 》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成立 ７５ 周年纪念峰会上 的讲话所言 ：

“

中 国是第
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是联合 国创始会员 国 ， 也是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 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 探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对于新 中

国外交空间的全面拓展 ，在国际关系中更好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 ， 特别是在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便是展开此文的 目标之二 。

①当前国际社会广义的中东 国家包括 ２２ 个阿拉伯 国家和 以色列 、 土 邛其 、 忻 朗 ， 阿 褚

汗 、塞浦路斯 ５ 个非阿拉伯 国家 ， 共 ２７ 个国家 。 １ ９Ｈ 年 １ ０ 月 ２ ５ 日 第 ２６ 届联大投 票时 ，联 合

国拥有 ２４ 个中东成员国 。

② 《 习近平在联合 国 成立 ７ ５ 周年纪念 峰会 上发 表 重 要 讲 话 》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 ２ 曰 ，

ｈ ｔ ｔｐ ： ／ ／ｃｐｃ
．

ｐ
ｅｏｐｌ ｅ ． ｃｏｍ ．ｃｎ ／ ｎ ｌ ／２０２０ ／ ０９２２ ／ｃ６４０ ３６￣３ １ ８６９８６０ ．ｈ ｔｍ ｌ 。

间相互作用 的结果 。

【关键 词 】 新 中 国 ； 国 际合

法性 ； 联 合 国 合法 席位 ； 中 东 外

交 ；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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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学界成果较少关注到新 中 国重返联合国 与 １ ９７ １ 年 中 国 中东外交

突破之间 的双向互动关系 ，但对于新 中 国成立后至 １ ９７ １ 年的 中 国 中东关

系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
？通过对新 中 国与 中东国家关系历史与现状相关材

料的梳理和分析 ， 可 以得出 的基本判断是 ：

第一 ，新中 国联合 国合法席位在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

上得 以获得历史性的突破 ， 从投票机制上 主要得益于联合 国发展中 国家

成员 国的贡献 ， 而遍布亚非 的联合国 中东成员 国则在其 中发挥 了重要作

用 （多为赞成票或弃权票 ） 。

第二 ， 中东 国家对外部大国 的依赖性 ，是中 国与 中 东 国家关系改善 的

结构性张力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以来 中美关系 的松动 ， 特别是 １ ９７ １ 年春

“

乒乓外交
”

为代表 的 中美关系公开突破 ， 对于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

位具有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如许多联合 国 发展 中 国家成员 国 中 的 亲美 中

东成员 国 ，在联大投票前或实现 了与新 中 国 的建交 ， 或在投票 中保持相对

中立 ，或在新 中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与中 国建交 。

第三 ， 战后 民族解放运动 的深人发展促成许多海湾阿拉伯 国 家脱离

殖 民体系而独立或建国 ， 增加 了发展 中 国家在联合 国 的席位数和在第 ２６

届 联大投票 的 总票数 。 如 １ ９７０
—

１ ９７ １ 年独立 的 巴 林 、 卡塔 尔与 阿曼 于

１ ９７ １ 年 ９ １ ０ 月 相继加人联合国 ，它们虽未与 中 国建交 ， 在 中美破冰 的背

景下保持相对 中立 ， 在随后的联大投票 中或投弃权票 ， 或缺席投票 。

第 四 ， 中 国纠正
“

文革
”

初期
“

革命外交
”

的做法 ， 是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关

① 部分国 内学者 以整体 、 区域或 以时间为划分对历史上的 中 国与 中东国家关系做 出 了

研究 。 对 中国 与 中东部分区域 、 国别关系进行长时段 回顾 ， 如刘 中 民 ： 《 中 国 与海湾 国家关 系

的历史变迁 》 ， 《 当代 中 国史研究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以时间 为划分对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整体关系

进行研究 ， 如 肖 宪 ： 《 当代 中国 中东关系 （ １ ９４９ ２０ １ ４ ） 》 ， 中 国书籍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国外学

者多以大 国在 中东地区 的战略竞争或 中国在 中 东 国家
“

大 国平衡
”

外交政策 中的角 色等具有

二元对立性的视角 来看待 中 国与 中 东 国家 的关 系 ，如 Ｗ ． Ａｄ ｉｅ ，
“

Ｃｈ ｉｎａ ，Ｉ ｓｒａｅ ｌａｎｄｔｈｅ Ａｒ
？

ａ ｂ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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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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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ｉ ｚｈａｋ Ｓｈ ｉｃｈｏ ｒ ， ｉｎＯ ｉ ｉｒａａ ｉ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Ｐｏ ｌ ｉｃｙ１ ９４９ １ ．９７７ ，Ｃａｍｂ ｒ 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 ｓ ，１ ９ ７９ ；Ｄ ｉａｎａＢｕ ｒ ？

ｒｏｕ
ｇｈ ｓ ，

＂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Ｆｏ ｒｅ ｉ

ｇ
ｎＰｏ ｌ 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Ａｒ ａ ｂ Ｗｏｒ ｌ ｄ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８０ ，

”

Ｐｈ ．Ｄ ．Ｄ ｉ ｓｓｅｒ ｔａ ｔ ｉｏｎ ，

Ｐｒ 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ｙ ，１ ９ ８３
；Ｅｄｗａ ｒｄＢｕｒｍａｎ ．Ｃｈ ｉ ｎａａｎｄＩｒａｎ ，Ｐａ ｒａ ｌ ｌｅ ｌＨｉｓ ｔｏｒ

ｙ ，Ｆｕ ｔｕｒｅ

ｒ／ ｉ ｒｅａｈＳ ｔ ｒｏｕｄ ．ＵＫ ：Ｈｉ ｓ ｔｏ ｒ
ｙ 
Ｐ 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 以上研究均对相关史料进行了一定 的搜索 ，尤为

运用 了历史分析法和 比较分析法 ，对 １ ９７ １ 年以前的中 国与 中东 国家关系变迁进行了梳理 ，认

为 中东 国家尤其是阿拉伯 国家在 中 国外交不断取得突破的历程 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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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７ １
： 恢 复 联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 新 突破 的 双 向 互 动

系改善的 内生性张力 。 新中 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与美苏关系

的大调整 ， 促进 了 自身进一步摆脱左的错误的影响 ， 为改善与包括诸多 中

东 国家在 内 的发展中 国家关系 的传统友谊创造 了条件 ， 其 中包括与 ２０ 世

纪五六十年代 中东建交 国关系 的修复 ， 以及在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前与 突尼

斯的复交 。

第五 ，新中 国在 １ ９ ７ １ 年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前后与若干中东 国家建 （复 ）

交的史实 ，反映了新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与新 中 国外交关系 、 国 际空

间拓展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与促进关系 。 诸多发展 中 国家重视新 中 国 的

联合 国席位 ，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席位所能给 自 身带来的利益 ， 从而

在联大投票或建交 问题上颇为积极 。

第六 ，新 中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以及与 中 东 国家外交关系 的拓展 ，

是两岸全方位竞争在国 际舞台上 的集 中 呈现 ， １ ９７ １ 年成 了两岸在 国 际关

系 中权重对 比的分水岭 。

二
、 理论 背景 ： 新 中 国 国 际合法性 的 双重

维度及 国 际
一

国 内 合 法性的 双 向 互 动

新 中 国成立后 ， 由 于两岸分离 的客观现实 ， 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获得与

外交承认的扩大便成为新 中 国谋求拓展国 际合法性的两个重要维度 。 新

中 国成立后旋 即采取 了
“
一

边倒
”

的外交政策 ， 再加上 中 国 派兵参加朝 鲜

战争 ，使得美 国为首 的西方 国家对华采取 了遏制政策 。 美 国支持台 湾 当

局在联合 国继续 占据 中 国 席位 ， 而新 中 国 的外 交关 系 主要集 中 于社会 主

义阵营和部分亚非拉 国家 。 换言之 ， 新 中 国 的 国 际合法性空间拓展缓慢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中美苏
“

大三角
”

关系 的改变 ， 特别是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

乒乓

外交
”

打破了 中 美关系 的坚冰 ，并在此基础上直接推进 了１ ９ ７ １ 年基辛格 两

度访华和 中美关系 的改善 。 这促进 了新 中 国外交空 间 的拓展并在 客观上

有助于 １ ９ ７ １ 年 １ ０ 月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 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 合法

席位则从根本上巩固 了 自 身的国际合法性并在此后推进 了外交关 系 的扩

展 。 以 １ ９Ｈ 年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为外交新起点 ， 目 前新 中 国 已 与 几乎

所有国家建立 了 外交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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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

一

） 国 家承认 与 政府承认 ： 新 中 国 面 临 的 国 际 关 系 中 的 外 交

承认 问题

外交承认是 国际关系 中 的重要概念 。 国 际关系 中 的外交承认分为 国

家承认与政府承认 ， 前者指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另 一个主权国家 （

一般为新

建立的 国家 ） ，后者指一个主权 国家承认一个主权 国家的新政权 。 两者存

在认同程度上的差异 ，政府承认较 国家承认的认 同度更高 ， 即一个主权 国

家如果承认另一国家 ，不一定意味着 同时承认该国 的某一政府 ； 但如果承

认 了该国 的 中央政府 ， 则 同 时承认 了该 国 家 。
①在 国 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下 ， 国际承认问题直接与一 国及其政府 的 国际合法性挂钩 。 合法性首先

并特别地涉及统治权力 ，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 的承认 。
？这就意味着 ， 承

认是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对一 国 国际合法性的确认 。

一

国的 国际合法性

又涉及国 际承认与外交承认两个层次 ， 分别 与 国 家承认与政府承认 相

对应 。

国际承认主要是指 国家 间 的外交承认 ， 当代历史 中新 国家 的 出现并

不少见 ，但对于国家分裂 、合并后成立 的新 国 家与母 国 的关系 、历史遗 留

问题的走 向 、代表 国家的王朝或是政府 的更迭的看法 ， 构成 了 国家之间有

关承认问题的斗争 。

③国际承认可 以是单方面的 ， 也可 以是双 向 的 。 联合

国是二战后最大的 国 际组织且仅接纳 主权 国家作为成 员 加人 ， 加人联合

国意味着获得世界绝大部分主权 国家 的 国 际承认 ， 因 而二 战后 的新生 国

家 ，都 以加人联合国作为获得 国 际承认的重要方式 。 新 中 国恢复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 ，将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 中 国在联合

国 的代表权问题 。

？外交承认则更多指 向 国 际合法性 中 的政府承认层面 ，

体现在
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另一 国政府在 国 际社会 中具有代表其国家的正

式资格 ， 在 国际组织 中具有代表权 。 在国际法上 ，对一 国政府的承认 ， 是指

①李斌 ：
《关于国民政府

“

国际承认
”

问题的探讨 》 ， 《求索 》２００ ９ 年第 ９ 期 ，第 ２２３ 页 。

② 让
－

马克 ？ 夸克 ： 《合法性与政治 》 ．佟心平 、王远飞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２ 页 。

③ 赵俊 ： 《承认的 战 略 中 国 对外政 策 中 的 承认政治 》 ， 中 国社 会科学 院研究生 院

２ ０ １ ０ 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３４ 页 。

④ 张贵洪 ： 《谱写 中 国与联合 国关系新篇章 》 ， 《 中 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第

８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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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９７ １ ： 恢 复联合 国 合 法 席位 与 中 国 中 东建交新 突破 的双 向 互 动

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国 中央政府的 唯一性与合法性 的承认 。 由 于外交承

认的双向特征 ， 因此这一层 面 的承认直接表现在一 国建交 国 的数量上 。

外交关系是建立两国政府相互认同 的基础上 ， 因而对于彼此政府 的国 内 、

国际两个层面的合法性 的承认是外交关系 得 以建立 的前提 。 因 此 ， 若一

国建交 国数量增 多 ， 则 意味着该 国政府在 国 际社会 中 的政 府承认 同 时

增多 。

新 中 国成立后 ， 中 国 的 国家承认并未出现问题 ， 中 国在联合 国等重要

国际组织中 的成员 国资格也得 以延续 ，但 国 际社会对于新 中 国政权的政

府承认的部分缺失成为阻碍新 中 国 获得联合 国合法席位 、 建立新 的外交

关系的主要原因 。 有学者指 出 ， 国 际关系 中 的外交承认主要涉及 三个层

次的意涵 ，第
一是国家 间 的外交承认 ， 第二是作为战略 的承认 ， 第 三是作

为 国家 自 我认同塑造手段的承认 。
？新 中 国是否获得承认主要涉及作为战

略承认的问题 ， 即各国 出 于 自 身利益考量 ， 对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政府 的承认

存在不同 的战略选择 。 具体而言 ， 存在着 对代表 国 家 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政府的承认或不承认的 战略选择 ， 也存在着在联合 国 等 国 际组织 中 是否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代表权的战略选择 。 新 中 国成立后的外交承认

问题尤其是其 中 的政府承认问题 ， 较大程度上影响 了新 中 国在联合 国等

国际组织 中代表权的获得与外交空间 的扩展 。

（ 二 ） 联合 国 中 国 席 位 与 新 中 国 的 国 际
一

国 内 合 法性 的 互 动

联合 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 在 吸取 国联失败的教训 和二战 的惨

痛经历的基础上成立的重要 国际组织 ， 也是 主权 国 家之 间 交往 的主要平

台 ，谋求联合 国会员 国资格在很 大程度上成 为新独立 国 家对其所拥 有之

主权身份的 国际合法性保障 。 对于没有面临 国 内政权更迭 与对峙的 主权

国家而言 ，是否加人联合 国 ， 实际 上在很大程度 上并 不影响 其 国 际 合 法

性 ，对于其外交空间 的拓展也没有必然影响 。 但对 于 面临 国 内政权 更迭

与对峙的主权国家而 言 ， 加 入联合 国 以及哪 个政权拥有联 合 国 的 本 国席

位 ，将会对其 国际和 国 内政治产生 双重影 响 。 中 国作 为联 合 国 的创始会

员 国 和第
一个在 《联合国宪章 》上签字的 国家 ，在 １ ９４９ 年面临 国 民 党政权

在中 国大陆彻底覆亡 ， 新 中 国 已经取而代之 的新形势 。 两 岸之 间 对联合

① 赵俊 ： 《 承认的战略
——

中 国对外政策中的 承认政治 》 ，第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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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 》第 三十一辑

国 中 国席位的争夺 ，其实质上仍然是 国 内 斗争的 国 际延续 。

新中 国成立后 ，其国 内合法性 的确立与 国 际合法性 的确立之间 出现

了长期错位 。 在国 内政治 中 ， 随着 中 国大陆全部国 土的解放 ， 中华人民共

和 国政府 已取代 中 华 民 国政府 ， 成为代表全 中 国人 民 的 唯一合法政府 。

由 于 台湾地区长期未能解放 ， 国 民党政权迁 台后仍 旧 以
“

中华 民 国
”

名 义

展开国际交往 ， 这就使得新 中 国 与 台湾 当 局在 国 际空 间 出 现并行且竞争

的特殊状态 。 特别是 １ ９７ １ 年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之前 ， 台湾当局 占据联合 国

中 国席位 ， 这极大影响 了 新 中 国在 国 际关系 中 的合法性基础 。 由 于两岸

之间在坚持
“
一个 中 国

”

原则上具有高度 的立场一致性 ， 这在国际关系 中 ，

尤其是联合国这个全球最为重要 的 国际组织 中 ， 产生了 中 国代表权问题 ，

即应 由新中 国还是台湾当局来在 国际关系 中代表中国 。

新 中国 国 内与 国际合法性之 间 的长期错位 ， 主要表现为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政府未能顺利继承国 民党政权在联合 国 的 中 国席位 。 因 此 ， 新 中 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新 中 国 和 台湾 当局在国 际空 间 中

的争夺 ， 即新中 国 的联合 国 合法席位的恢复直接关切新 中 国是否拥有 国

际法意义上的在国际社会 中代表 中 国 的唯一性 。 在此背景下 ， 新中 国联

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外交空 间 的拓展之间便有 了 紧密联系 。 在东西方

对峙的背景下 ，新 中 国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获得与新 中 国外交空 间 的扩展

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 正如周恩来所言 ：

“

问题的关键 ，在于对 中华

人民共和 国 的承认问题 。 如得到多数 国家 的承认 ， 承认我们为 中 国之合

法代表 ，则其他问题如否决权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

”①

事实上 ， 中东 国家毛 里塔尼亚便与两岸在联合 国 的博弈有着直接关

联 。
１９６ １ 年 ，美苏分别支持毛里塔尼亚和外蒙古加入联合国 ， 而这两 国 的

人联问题又与联合 国 中 国代表权问题紧密捆绑 。 就美 国而言 ，

“

肯尼迪政

府打算采用
‘

迂 回
’

策略 ， 即把 中 国联合 国代表权问题与外蒙古的席位问

题联系起来 。 美 国 的思路是这样的 ： 因为苏联刻意扶植蒙古 ， 而苏联把非

洲毛里塔尼亚等国 的席位与外蒙古 的席位联 系起来 ， 外蒙古被允许加入

联合 国可 以换取苏联支持毛里塔尼亚进人联合 国 ，

一旦毛里塔尼亚 的权

① 《 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 国加人联合国问题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 档案号

１ １ ３ －０００ １
－

０ ２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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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７ １
： 恢 复 联 合 国 合 法 席位 与 中 国 中 东建 交 新 突破 的双 向 互 动

利得到保证 ，美国可 以轻松争取非洲地 区 的 大量选票来保住 国 民党 的 席

位 ； 反之 ，若毛里塔尼亚被拒之于联合 国 门外 ， 势必惹怒非洲 国 家 ， 那么 美

国无法保证
‘

重要 问题
’

议案 的通过 。

”①正是在美 国的威逼利诱之下 ， 占据

中 国席位的 台湾当局放弃了 长期坚持的外蒙古 为 中 国领土 的立场 ，通过缺

席安理会投票的方式实际上默许了外蒙古入联 。 也正是在外蒙古入联问题

解决后 ， 美国开始操弄有关联合国 中 国代表权问题的
“

重要问题
”

提案 。

１ ９Ｈ 年第 ２６ 届联大决议 以 后 ， 新 中 国恢复 了在联合 国 的合法席位 ，

新中 国 国 内与 国际合法性之间 的错位得到纠 正 ， 联合 国 的 中 国 代表权 问

题也得到彻底解决 。 此后新 中 国 的 国 际地位与 国 际话语权获得显 著提

升 ，更多的亚非拉 国家乃至许多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与 台 湾 当局
“

断交
”

转

而与新 中 国建交 ， 这进一步推动 了 新 中 国外交空 间 的拓展 。 尽管新 中 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非美 国所愿看到 ， 但此时恰逢中 美关系开始破冰 ，

因此美 国无奈接受 了这一事实 。 此前在美国 的影响和压力下 ，从 １ ９５０ 年

底到 １ ９ ５６ 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 ，

一些原先承认

过新 中 国 的 国家也迟迟不与 中 国建交 。
？ １ ９７ １ 年 中 美

“

乒乓外交
”

、基辛格

两度访华及新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相继发生 ， 推进了 中 国 与许多

亲西方 国家关系的发展 。 新 中 国在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联大投票前仅与 ６４

国建交 ，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陆续与 １〇〇 多个国家实现了建交 ，迎来

了第三波建交高潮 ， 极大拓展了 中 国 的外交空 间 。

三 、 历 史 背 景 ： 新 中 国 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 位的

实践及 中 东 外 交的 有 限 突破 （ １ ９４９
—

１ ９ ７０ ）

新中 国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在围绕联合国 中 国席位 的长期博弈 中最终取得

①唐小松 ： 《 １ ９６ １ 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 ， 《史学月 刊 》２００ 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２ 页 。

② 在此期间与新中 国建交的 巴基斯坦 （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 ） 、 挪威 （ １ ９ ５４ 年 １ ０ 月 ） ， 南斯拉夫

（ １ ９ ５５ 年 １ 月 ） 、 阿富汗 （ １ ９ ５ ５ 年 １ 月 ） 和尼泊尔 （ １ ９ ５ ５ 年 ８ 月 ）都是在 １ ９ ５０ 年底以前就 已经承

认了新中 国 。 而 １ ９ ５０ 年就已经承认 了新中 国 的锡兰 、英 国 、荷兰等国也 因美国的压力 未同 中

国建交 。 参见 肖 宪 ： 《 当代 中 国
一

中东关系 》 ， 中 国书籍 出版社 ２０ １ ８ 年版 ， 第 ５９ 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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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历史性的胜利 ，是中 国长期大力发展与包括中东 国家在 内 的发展 中 国家

的外交关系 ， 以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以来加速推进 中美关系缓和的必然结

果 ，这与 １９７ １ 年 以前新 中 国谋求获得联合 国合法席位的实践史和 中 国 中

东外交史一脉相承 ， 博弈 １ ９７ １ 并取得最终胜利是一种水到渠成 的结果 。

１ ９ ７ １ 年 中 国与 中东国家建交和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的新实践 ， 进一 步夯

实 了 中 国与包括中东国家在 内 的发展中 国家关系的基石 。

新中 国成立后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中国
一直为更好融人 国际社会并

在 国 际事务 中发挥应有作用而不断努力 ， 中 国对联合 国 的态度跟随 中 国

对外关系主线的变迁而进行调整 ， 最终实现 了从徘徊到融入 的转变 。 新

中 国外交主要以 ５０ ６０ 年代 的
“
一边倒

”

与支持亚非拉 民族解放运动和

６０ ７０ 年代的
“

两条线
”

与革命外交为主线向前发展 。 新 中 国在不断调整

与美苏关系 的同时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 国家的关系 ，这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初 中 国
“
一条线 ，

一大片
”

战略的成型和 ７０ 年代初对美关系 的 突破奠定 了

基础 ，这也直接促进 了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目 标的实现 。 新 中 国

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意味着联合国 中 国 代表权 问题的最终解决 ， 也为后

续 中 国外交的展开奠定基础 。 中东 国家在新 中 国返联过程 中扮演 了重要

的 角色 ，而新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进一步推进 了 中 国 与 中东 国家关

系 的深人发展 ，直至最终与所有 中东 国家建立 了外交关系 。

（
一

） 新 中 国谋 求恢 复联合 国合 法席位 的 实践 （ １９４９
一

１ ９７０ ）

中 国是联合 国 的创始成员 国 与 五大常任理事 国 之
一

。 新 中 国 成立

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一直在谋求尽快继承原 中华 民 国政府在联合

国及其下属一切机构 中 的合法席位与应有权利 ， 但在 以美 国 为首 的西方

国家的干预下 ， 中 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进展缓慢 ，新 中 国长期被联合国拒

之门 夕 卜 。 新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被台湾当局 占据近 ２２ 年 。 依据中 国

对联合国 的态度及与 主要大 国关系 的变化 ， 新 中 国谋求联合 国席位的实

践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新中 国成立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 ，新 中 国谋求恢复联合国

席位严重受挫阶段 。 这一阶段 中 ， 新 中 国 为恢复联合 国席位做 出 了诸多

努力 ，但受到美 国的强烈干扰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新 中 国 的成立实现的是中 国

国内 的政权更迭而非成立新 的 国 家 ， 因此不存在加人联合 国 的 问题 。 新

中 国要求继承国 民党政权在联合国所拥有 中 国席位 ， 这反映了 新 中 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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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 新突 破 的 双 向 互 动

主观上希望成为 国际社会
一员并通过继承 中 国席位来积极参与联合 国 的

活动和 国际事务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新 中 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

恩来 曾 分别致电联合 国 秘书长和联大主席 ， 阐 明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中 央人

民政府才是代表 中 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 国 民 党 当局不再具备代表 中 国 的

法律与事实基础 。

①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联合 国 中 国代表权 问题出现 巨大

波折 。
１ ９ ５ １ 年 １ 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６ 届联大会议上 ， 美 国运用 自 身实力与 常任

理事国 身份 ， 提议延迟讨论 中 国联合 国代表权 问题 ， 该决议 以 ３ ７ 票对 １ １

票通过 。 在其后 的十年 间 ， 美 国都 以 类似借 口 阻止 中 国代表权 问题在联

合 国 中进行讨论 。 新 中 国政府对于中 国 在联合 国 的代表权 问题作 出 了清

晰 的判断 ， 对于美 国在 １ ９ ５３ 年 １ １ 月 提 出 的
“

由共产党 中 国参加联合 ＆大

会 ，而 由 国 民党 中 国参加安理会
”

的提议持有坚定 的拒绝态度 。

？如周恩来

所言 ：

“

在联合国 中恢复 中 国 的合法地位 ， 这是一个无需讨论 的 问题 。 但

是 ，我们知道 ，在 目 前只要美 国 反对 ， 我们是进不去 的 。

”
③新 中 国 坚持

“

唯

一能代表 中 国人 民 的 只有 中华人民共和 国
”

，避免陷人美 国的外交圈套 。

第二阶段 （ １ ９６ １ 年至 １ ９７０ 年 ） ，新 中 国 的联合 国代表权问题开始获得

有效讨论并获得实质性进展 的 阶段 。 随着 民族解放运动 的蓬勃发展 ， 越

来越多新独立 国 家加人联合 国并成为其正式成员 ， 这些新成员 国拥有 了

对诸多 国际事务 的表决权 。 此外 ， 美 国单独操纵联合 国 的局 面 日 益被美

苏争霸所代替 ，这使得美 国在联合 国 中操纵表决变得愈加困难 。
１ ９６ １ 年

至 １ ９７０ 年 ，美 国在历届联大会议上能争取到 的票数 日 益变少 。 在 中 国 代

表权问题上 ， 美 国 的拖延政策 已逐渐失效 ， 在此情况下 ， 美 国于 １ ９６ １ 年提

出
“

重要问题案
”

，将 中 国 的联合 国代表权 问题与联合 国 宪章的 第 １ ８ 条 第

２ 款所涉及的
“

新成员 国加人联合 国之准许
”

等规定捆绑在一起 ， 这 意味 着

相关提案必须获得大会成员 ２ ／３ 以上成 员 国 的 同意才能通过 。 Ａ１ ９６ １ 年

起 ， 美 国连续十年提 出
“

重要问题案
”

， 以 中 国代表权问题属 于
“

重要 问题
”

需获大会 ２／ ３ 通过为 由 ， 继续阻挠 中 国进人联合 国 。 尽管美 国 试图 凭借

①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对外关系 文件集 （ １ ９４９ １ ９ ５ （？ 》 ， 肽界 知

识 出版社 １ ９ ５７ 年版 ， 第 ８５ ８７ 页 。

② 于洪君 ： 《中 国参与联合 国事务 的历史省察及 国际贡献 》 ， 《 当代世界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９ 朗 。

③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 《周恩来年谱 （ １９４９ １ ９７６ ） 》上卷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７ 年

版 ，第 ４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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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问题案
”

将中 国代表权问题拖延解决 ，但实际上 已举步维艰 。 随着 中

国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间关系 的发展 ， 越来越多第三世界 国家愿意信赖并

支持新 中 国 ，美 国利用票数延缓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计划最终破

产 。 据统计 ，
１ ９ ５０ 年至 １ ９７０ 年历届联大中讨论恢复 中 国在联合 国合法权

利的情况已逐渐有利于中 国 。 其中 １ ９５０ 年支持中 国的票数为 １ ０ 票 ， 追随

美国 的票数为 ３ ７ 票 ， 弃权票数为 ８ 票 ；

１９６０ 年支持 中 国 的票数为 ３４ 票 ，追

随美 国 的票数为 ４ １ 票 ，弃权票数为 ２２ 票 。

① １ ９７０ 年 １ １ 月 ２０ 日 的第 ２５ 届

联大投票 中 ，支持中 国恢复联合 国 合法权利的
“

阿尔 巴 尼亚提案
”

实现 了

５ １ 票赞成 、
４９ 票反对 、

２５ 票弃权的结果 。 尽管该提案 因 美 国
“

重要 问题
”

政策 的影响未能成功通过 ，但新 中 国获得的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 。

（ 二 ） 中 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 中 东 外交 的初 步 实践

中 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对第三世界 国家的援助有力支持 了其民族

解放运动与 国家经济的发展 ， 增强 了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与殖 民 主义 的

力量 。 在加强对外交往与提供经济援助 的过程 中 ， 中 国赢得 了 广大第三

世界国家的信赖与支持 ， 而这些 国 家也为 １ ９Ｈ 年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代表

席位予以较大支持 。 由 于历史联 系 与地缘 战 略上 的重要性 ， 二战后 中 东

国家的对外交往一直受到美苏两大超级大 国 的影 响 。 新 中 国成立后一直

重视发展与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关系 ，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的外交活动

深受 中 国外交主线与大国力量对 比 的影响 ， 而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间关系 的发

展又反过来影响新中 国外交空间 的扩展 。 新中 国成立后至 １９７ １ 年返联 以

前 ， 中 国
一直积极发展同 中东 国家的友好关系 ，这一时期新中 国与 中东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大致可从 １９ ５５ 年万隆会议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 。

（ １ ） 中 国 中东外交的观望期 （ １ ９４９ 年新 中 国成立后至 １ ９ ５５ 年万隆会

议前 ）

这一时期 中 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深受 中 国
“
一边倒

”

的外交主线与 当

时的 国际环境影响 。 受数百年 的殖 民历史影响 ， 当时 中东许多 国家 尚 未

完成民族解放与 国家独立 ， 而取得独立 的 国家则 与 当 时 的 中华 民 国政府

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 国 的成立使这些 国家面临外交承认上 的
“

取舍
”

问

① 王杏芳 ： 《 中 国与联合国 ：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 年版 ，第

３ ５ 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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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新 突破 的 双 向 互 动

题 。 这一时期中东各 国政府在政治上 以 亲西方为 主 ， 对新 中 国持疑惧与

排斥态度 ， 这直接体现在 １９５０ 年初苏联在联合 国提 出 接纳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 开除台湾 当局 的提案时 ， 几乎所有 的 中 东 国 家都投 出 了 反对票 。
１ ９５０

年 ８ 月 ， 阿拉伯 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专 门就 中 国 问题进行过
一次讨论和表

决 ，最后的决议是继续承认台湾当局为 中 国 的
“

合法政府
”

， 而不承认 中华

人民共和 国政府 。
①朝鲜战争后 ， 多数 中东 国家赞 同 以美 国 为代表的西方

国家在联合 国大会 中指责 中 国是
“

侵略者
”

的立场 。

？新 中 国成立初期 ， 中

国在外交上基本是 以反帝反封为标准来处理与各 国 的关系 ， 周 恩来指 出

认为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之 间
“

求反帝反殖之 同 ， 存社会制度 、 意识形态 之

异
”

。
③在此复杂的 国际背景与 巨大的认同差异下 ， 中 国 与 中东 国 家之间 的

关系处在联系并不紧密 的观望期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 没有任何阿拉伯 国

家与 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 在此阶段 中 ， 以色列是首个与 中 国走近 的 国 家 ，

１ ９ ５０ 年 １ 月 ９ 日 以 色列 外交部长 摩西 ？ 夏里特打 电报 给 中 国外长周 恩

来 ，宣布以色列承认中 国 的新政府 为合法政权 ， 但在朝鲜 战争与美 国 因 素

的影响下 ，两 国未能在此阶段顺利建交 。

④新 中 国成立后到 １ ９ ５５ 年万隆会

议前 ， 中 国仅 因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 因 素 的影响于 １ ９ ５５ 年 １ 月 与 阿富汗

建交 。

（ ２ ） 中 国 中东外交的重要转折期 （ １ ９ ５５ 年万隆会议至 １ ９７０ 年 ）

这一时期尽管过程仍有 曲折 ， 新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关 系总体从敌视 与

对立走向互相理解和发展 。 新 中 国 成立后 到朝鲜 战争爆发前 ， 中 国联合

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 ，采取了积极 的斗 争策 略 ， 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从多

个联合国机构 中退 出 、抵制联合 国部分活动等行为 ， 使得联合 国
一时陷人

①Ｌ ｉ ｌ ｉ ａｎ Ｃ ｒ ａ ｉ

ｇ
Ｈａ ｒ ｒ ｉ ｓ ， Ｃ／ ｉ ｉｍｉＭｄｄ ／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Ｉ ． Ｂ ． Ｔａｕ ｒ ｉ ｓ ， １ ９９３ ，

ｐｐ ． ８ １ ８２ ．

② １ ９ ５ １ 年 ２ 月 １ 日 ， 在美 国 的操纵下 ，联合 国大会 以 ４４ 票赞成 、 ７ 票反对 、 ９ 票弃权通

过 了谴责新中 国是
“

侵略者
”

的议案 （联 大 ４９ ８ 号决议 ） 。 在 当 时 的联合 国 令 东成员 国 中 ， 伊

朗 、伊拉克 、 以色列 、黎 巴嫩 、 土耳其 、 约旦 ６ 国追随美 国投了赞成票 ， 埃及 、叙利亚 、沙特 、北也

门 、阿富汗 ５ 国投 了宑权票 ， 没有一个 中东成员国 明确站在新 中 国
一边 。

③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部 、 中共中 央 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外交文选 》 ， 中 央文献 出版社

１ ９ ９０ 年版 ， 第 １ ２ １ １ ２ ２页 。

④ 泽夫 ？ 苏賦特 ： 《 中 国 以色列建交亲历记 》 ， 高秋福译 ， 新华出 版社 ２〇〇〇 年版 ， 第 １

２ 页 。

３ １ １



■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瘫痪局面 。 为恢复联合 国 的正常工作状态 ， 联合 国秘书长赖伊开展 了
一

系列外交出访活动 ， 向世界主要大 国 的领导人强调 了解决 中 国代表权 问

题的重要性 ，他的活动客观上有利于新 中 国尽快恢复在联合 国 的合法席

位 。
？朝鲜战争爆发后 ， 因美国操纵联合国决议的走 向 ， 中 国代表权问题和

台湾问题在联合 国 内 部的讨论趋于边缘化 。

？在此情况下 ， 中 国放弃 了在

短期 内重返联合 国的 目标 ，转向更利于改善与发展关系 的
“

中间地带
”

，从而

突破美国对于 中 国外交空 间的 限制 。 此外 ，经过抗美援朝 战争与参与解决

印度支那问题的 日 内瓦会议 ，新中 国的 国际地位 已获得较大提升 ， 国 内经济

稳步发展且政权稳固 ， 而部分新兴的中东 国家在摆脱西方 、争取民族独立与

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希望得到中 国这样一个亚洲新兴大国的支持与援助 。

万隆会议 中 中 国倡导的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向 世界展示 了 中 国 的和

平外交战略 。 在会议 中 ， 周恩来会见 了来 自埃及 、 巴勒斯坦 、北也门 和沙特

等 国的领导人与代表 ， 加深了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 间 的 了解 。 万隆会议后一

年 的时间里 ， 中 国与埃及 、叙利亚 、 黎 巴嫩等阿拉伯 国家签订 了
一

系列 贸

易协定 ，并对一些阿拉伯 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
１ 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 中 国 与

埃及的建交标志着中 国开启 了 同阿拉伯 国家发展关系 的大 门 。
１ ９ ５６ 年至

１ ９ ５９ 年 ， 叙利亚 、北也 门 、伊拉克 、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 与 中 国

建立了外交关系 。 这一时期 ， 越来越多 的 中东 国家与其他第 三世界 国家

一

样 ，开始支持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席位 。 这些 国家认为 ， 中 国是第三世界

在联合国安理会 中 的代表 ，若新 中 国进人联合 国 ， 国 际事务操纵在一两个

超级大国手中 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善 。 毛泽东主席通过中埃建交打开 中 国

对阿拉伯世界外交关系 局面 的契机 ， 从更广 阔 的视野来观察 中 东 问题 ，

１ ９ ５８ 年不仅支持了埃及与叙利亚这两个新中 国建交 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

合共和 国 的实践 ，还对于 中东 国家在帝 国 主义和反帝 国 主义 间 的战线选

择问题进行了新的 阐释 ：

“

我在 《新 民主主义论冲讲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 ，不可能再出 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 国家 ， 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 的资

产阶级 ， 要就是站在帝 国 主义 战线方面 ， 要就是站在反帝 国 主义战 线方

①《赖伊向联合 国会员 国建议解决我 国代表权 问题 艾奇逊对赖伊建议发 表虚伪声

明 》 ， 《人民 日 报 》 １ ９ ５０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

② 朱小龙 ： 《新中 国初期 的联合国外交斗争政策及适时调整 ）＞ ， 《广东党史与 文献研究 》

２０２ 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４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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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法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交 新 突破 的双 向 互 动

面 ，没有其他的道路 。 事实上 ， 这种观点 只适合于一部分 国家 ， 对于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等 国家却不适用 。

”①

鉴于与 中东 国家在 中 国
“

两条线
”

对外战略 中 的重要作用 ， 以 及 ６０ 年

代 以来 中 国 中东关系的停滞现状 ，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２ 月 至 １ ９６４ 年 ２ 月 ， 周恩来总

理先后访问 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 、 阿尔及利亚 、摩 洛哥 、 突尼斯 、 苏丹和索马

里六个阿拉伯 国家 ， 提 出 了 中 国 与阿拉伯 国 家和 非洲 国 家发展关系 的 五

项原则 ② ，包括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 国人 民反帝 、反殖和独立 ； 支持其奉行

不结盟政策 ； 支持其以 自 己 的方式实现 团结和统
一

； 支持其和平协商解决

彼此争端 ； 支持其主权应该受到他 国 的尊重 。 此后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 的 关

系得到一定 的改善与恢复 ，
１ ９６４ 年到 １ ９７０ 年间 ， 中 国 同 突尼斯 、毛里塔尼

亚 和南也 门等三 国建交 。 中 国 与 毛里塔尼亚 １ ９ ６５ 年 ７ 月 建交时 ， 便在毛

里塔尼亚与 台湾 当局 的
“

外交关系
”

上进行了灵活处理 。 安惠侯 曾作为
“

赴

毛里塔尼亚建馆小组
”

五成员 之一于 １ ９６５ 年 ９ 月 前往毛里塔尼亚 ，他 回忆

道 ：

“

我们抵达毛里塔尼亚时 ， 台湾
‘

使馆
’

尚未撤离 。 经我 方多次交涉 ， 毛

政府将台湾
‘

外交官
，

赶走 。

”③ １ ９６３ 年 中 阿 、 中 非 国 家相互关 系 五原则 与

１ ９６７ 年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 ④提 出 后 ， 中 国在 中 东 的外交空 间 未 因

美苏合压而缩小 ， 与多数已建交 中东 国家 的友好关系仍得 以维 系 ， 这为 后

续新 中 国重返联合 国 的努力奠定 了基础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后期 ， 受到 中 国
“

左
”

的思想 、 中 苏关系破裂与 中 国

外交主线调整为
“

两条线
”

等方面 的影响 ，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间 的关 系 出 现

波折 。 在政治上 ， 中 国视当时的 中东为世界解放运动 的重点地区 ， 并在物

质与道义上支持中东地区 的 民族解放运动⑤
， 同时欢迎 中 东 民族解放组织

①中共中 央 文献研究室编 ： 《毛泽东年谱 （ １ ９ ４ ９ １ ９ ７６ ） 》第 ３ 卷 ， 中 央 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４３ １ 页 。

②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部 、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外交文选 》 ， 中 央 文畎 出 版社

１ ９ ９０ 年版 ， 第 ３８７ 页 。

③ 安惠侯 ： 《 中东热点 问题的冷观察 世 界知识出 版社 ２０ １ ８ 年版 ， 第 ６ 豇 。

④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部 、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 《周 恩来 外交 文选 》 ， 中 央 文献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０年版 ， 第 ３８８ ３８９页 。

⑤ １ ９５ ９ １ ９６ ９ 年 中 东地区受到 中 围物质 和道 义 上 支持 的 Ｋ族解放运 动 ． 主 要 有 巴 勒

斯坦解放组织 、阿 曼佐法尔地区的
“

解放被 占领 的阿拉 伯湾 人 民 阵线
”

、 南 也门地 区 的 反英武

装斗争 ， 以及阿尔及利亚的 反法武装
＇

１
？ 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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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将其获得的胜利归功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
？部分国家视 中 国 的对外政策

为对其内政的干预 ； 此外 ， 中苏关系破裂后 ， 部分 中东 国 家面临在 中苏之

间
“

选边站
”

的 问题 ， 而苏联提供给 中东 国家的经济 、军事援助多于中 国 ，加

之其在联合国等国 际舞 台上 的影 响也 比 中 国 大 ， 因 而多数 中东 国家倒 向

苏联 。 以色列学者伊扎克 ． 希霍 （Ｙ ｉｚｈａｋ Ｓｈ ｉｃｈｏｒ ）指出 ， 中国在 ６０ 年代前

中期尽可能地采取 了迎合阿拉伯 国家政府 的方式 ， 只 为 削弱美 国 与苏联

在 中东地区的影响 ，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

？在经济上 ， 中 国对 中东 国家 的

经济援助也因 中 国 国 内经济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延期或终止 。 从 １ ９６５ 年到

１ ９７０ 年间 ，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之间没有进行过一次高层领导的访问 ，

一般性

官方与民间互访次数也很少 。

１ ９７ １ 年 以前新中 国与中 东国家建交一览表

国 家 建交时间 国 家 建交时间

阿富汗 １ ９５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阿尔及利亚 １ ９ ５８ 年 １ ２ 月 ２０ 日

埃 及 １ ９ ５６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苏 丹 １ ９５９ 年 ２ 月 ４ 日

叙利亚 １ ９ ５６ 年 ８ 月 １ 日 索马里 １ ９６０ 年 １ ２ 月 ２４ 日

北也门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 突尼斯 １ 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 ０ 日

伊拉克 １ ９５８年 ８ 月 ２５ 日 毛里塔尼亚 １ ９６５ 年 ７ 月 １ ９ 日

摩洛哥 １ ９５８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南也门 １ ９６８ 年 ２ 月 ３ 日

注 ： （ １ ）埃及与叙利亚曾于 １ ９５８ 年 ２ 月 至 １ ９６ １ 年 ９ 月 合并为一个 国家 （ 阿拉

伯联合共和国 ） ， １９６ １ 年 ９ 月 以后两 国恢复为各 自 独立的国家 。 （ ２ ）南也门于 １ ９６８

年 ２ 月 与新中 国建交 ，
１ ９９ ０ 年南北也 门合并为也 门共和 国 ， 中 国与南也 门 的关系

也随之结束 。 （ ３ ） 突尼斯与新 中 国于 １ 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 ０ 日 建交 ，
１ ９６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断

交 ， １ 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复交 。

资料来源 ： 中 国外交部网站 ， ｈ ｔ ｔｐｓ
： ／／ｗｗｗ ． ｆｍｐ ｒｃ ．

ｇｏｖ
． ｃｎ 。

总体来看 ，截至 １ ９７０ 年 ，新 中 国在中东 已有 １ １ 个建交国 ，这些 国家在

有关新 中 国重返联合 国 的联大投票 中 都坚持
“
一个 中 国

”

原则 ， 支持 中华

①
＂

Ｓｏｕ ｔｈｅ ｒｎＹｅｍｅｎＷ ｉｎｓＩｎ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Ｖｉｃ ｔｏｒ

ｙｏ ｆＡｒｍｅｄＳ ｔ ｒｕ
ｇｇｌｅ ，

ｗ

Ｐｅｋ ｉｎｇ

Ｒｅ ｖ ｉｅｗ ，Ｖｏ ｌ ． １ ０ ，Ｎｏ ． ５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 ｒ ８
，１ ９６７ ．ｐ ． ３ ６ ．

②Ｙ ｉｚｈａｋＳｈ ｉｃｈｏｒ ，２７ｉｅＭ ｉ

＇

ｄｄ ＺｅＥａｓ ｆ ｉｎＣ／ｉ ｉｎａ ｋｆｏｒｅ ｉｇ
ｎｆＷ ｉｃｙ

ｉ ９４９
—

１ ９７７ ，Ｃａｍ？

ｂ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 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１ ９ ７ ９ ，ｐ

．９ ７ ．

３ １ ４



■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交 新突 破 的 双 向 互 动

人民共和 国政府继承中 国在联合 国 中 的合法权益与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的

应有地位 。 其 中叙利亚 、伊拉克 、 阿尔及利亚 、北也门 、南也门 、苏丹等国是

支持新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 位 的发起 国 ， 所发起 的 次数分别是 ： 叙利

亚 、 阿尔及利亚各 ７ 次 ； 北也 门 、南也 门 各 ４ 次 ； 伊拉克 、 苏丹各 ３ 次 。

①其

中阿尔及利亚一直在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 中 国极大支

持 ， 多次与 阿尔 巴尼亚
一

同发起要求恢复 中 国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提案 ， 因

此其提案也被称为
“

两阿提案
”

。 长期
一直与 台 湾 当局保持着

“

外交
”

关系

的伊朗与土耳其两国在 １ ９６９ 年后也开始支持新 中 国恢复在联合 国 的合法

席位 。
７０ 年代初 ，在 中美关系逐渐缓和 的背景下 ，这些新 中 国 的 中东建交

国也带动 了更多 中东 国家与 中 国 的接触与对话 。

四 、 国 际格局 、投票机制 与 联合 国 席位 ：
２７５８ 号

决议及其通过前后 的 １ ９７ １ 年新 中 国 中 东 外 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随着新 中 国
“

两条线
”

外交主线的调整与 中美关系

的解冻 ， 以及 中 国 与包括诸多 中东 国家在 内 第三世界 国 家外交关系 的 确

立 ，共 同推进 了新 中 国联合 国代表权问题在 １ ９７ １ 年得 以 突破 。 此部分将

着眼于 １ ９７ １ 年 ３
—

１ ０ 月 新中 国 的 中东建交 国数量的增加 、第 ２６ 届联大投

票机制与 ２７５８ 号决议最终获得通过之间 的关系 ， 以及新 中 国联合 国合法

席位得到恢复与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１  １２ 月 新 中 国 中东外交再度获得新突破之 间

的关系 ， 通过此案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
１ ９７ １ 年新 中 国进人联合 国 前

后与 中东 国家外交的新突破 ， 是在 中美缓和 的背景下实现 的 ，
１９７ １ 年进 入

联合 国前中 国 的 中东外交对于 中东 国家在 中 国恢复联合 国 合法席位问 题

上转变立场的重要影 响 ， 新 中 国进人联合 国 后在 当年 的 中 东外交 中继续

取得新进展 。

（
一

） 国 际格局 的 变 化 一

：

“

乒乓 外 交
”

、基 辛格 秘 密 访 华 与 第 ２６

届 联大投 票前新 中 国 中 东 外 交 的 新 突破

尽管 中美两 国在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通过
“

乒乓外交
”

的形式走上 了两 国关系

① 肖 宪 ： 《 当代 中国 中东关系 》 ． 中 国 书籍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２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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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 国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的破冰之路 ，且基辛格两度访华为 中美关系 的改善进行探路 ，但美国 当年

仍未改变其在联合 国 中 国席位 问题上 的
一贯立场 。 然而不容否认 的是 ，

以 中美
“

乒乓外交
”

为起点 ， 向 国 际社会释放 出 了 明显 的 中美关系正在改

善 的信号 ，这对于冷战期间 的国 际政治格局产生 了 巨大影响 ， 中美关系在

客观上成为影响 １ ９７ １ 年新 中 国成功进人联合国与新 中 国外交空间进一步

扩展的关键性因素 。

新中 国成立后 ， 以美 国为首 的西方 国家多对新 中 国持敌视政策 ，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中期后 ， 随着 中 国外交决策模式 的调整与西方资本主义阵 营的

分化 ， 中 国与部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实现 了关系正常化 。 １ ９６９ 年 ， 尼克松

政府上台后就指 出美 国应 当主动 向 中 国示好 ， 并借助 中 国从越南战争 中

脱身 ，最重要的是发挥中 国在制衡苏联 中 的作用 。 有关 中 国代表权问题 ，

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为代表 的尼克松政府高层认为
“

美 国

可能采取某些朝着与 中 国改善关系 的有限 的积极步骤 。 结束我们反对在

联合 国让共产党 中 国 占 有席位 的立场 ， 这从短期来看 ， 对美 国 不会有害

处 ；从长期看 ， 可能对美 国相 当 有利
”

。
① １ ９６９ 年珍宝 岛事件后 ， 中 国 对外

政策 的调整 ，也为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提供 了 可能 。 中 国认为
“

应利用美苏之间 的矛盾 ，必要时打开 中美关系 的大 门
”

， 陈毅还具体指 出 ，

对中美会谈不要提条件 ，

“

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战略行动
”

。

？在

１ ９６９ 年 ７ 月 ，美国宣布放宽对 中 国人员交往和贸易交流的 限制 ，并通过巴

基斯坦与罗马尼亚等多种渠道与 中 国领导人传话 。

？

６０ 年代末 ， 鉴于 中美苏
“

大三角
”

关系 的变化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缓

和示意 ， 中 国领导人不失 时机地调整 了对美政策 ，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的

“

乒乓外

交
”

便是破冰之举 。 中 国邀请在 日 本参加世界锦标赛 的美 国 乒兵球代表

队访问 中 国 ，表明 中 国做出 了解冻中美关系 的实际行动 。 １ ９７ １ 年 ７ 月 ９

１ １ 日 ，尼克松总统派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 ， 就中美关系

正常化 、 中 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 台 湾问题等 同周恩来交换意见 ， 并就尼

①罗 伯特 ？ 舒尔茨辛格 ： 《外交博士基辛格 》 ，任东来等译 ，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１ ９９ ２ 年版 ，

第 ８６ 页 。

② 李宝俊 ： 《 当代 中 国外交概论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第 １ ２７ 页 。

③ 梁丽君 ： 《 中美
“

七 ？ 一 五
’ ’

公告发表 的 台 前幕后 》 ， 《世纪风采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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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 新 突 破 的 双 向 互 动

克松访华的 日 期与准备工作进行探讨 。
７ 月 １ ６ 日 ， 中美双方 同 时发表公

告宣布 ， 中 国政府邀请尼 克松总统在 １ ９７２ 年 ５ 月 以 前的适 当 时间访华 ，

１ ９ ７２ 年 ２ 月 尼克松访华意味着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启 。

中 国在进人 ７０ 年代后 ，对外交政策作 出 重大的调 整 ，采取了较为注重

国家实际利益的
“
一条线 、

一大片
”

的政策 ， 这一时期 中 国 的 中东外交也体

现 出灵活务实的
一

面 。
１ ９７０ 年继任埃及总统 的萨达特采取远苏亲美的态

度 ， 并带动叙利亚等 国也倾向美 国 ， 这种新情况为 中 国 的 中 东外交带来新

的挑战 。 但在 １ ９ ７ １ 年 ４ 月 以来 中 美关 系逐步缓和的背景下 ， 中 国随之调

整 了 自 己 的 中东政策 ， 更加注意发展与 不 同 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 中 东 国

家 的关系 。 这一时期 尚未 同 中 国建交 的亲美 中东 国家也因 中美关系 的破

冰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与新 中 国发展双边关系甚至建交的疑虑 。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前 ， 中 国相继实现 了与科威特 、土

耳其和伊朗 的建交 以及与 突 尼斯 的复交 。 特别是科威特 、 土耳其和伊 朗

等新建交 国过去一直都坚持采取亲西方 、 反共 以 及不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立场 ，其中科威特与伊朗还是君主制 国 家 ， 中 国舆论也 曾对这些 国 家

的政府多有指责 。
１ ９７ １ 年 ３ １ ０ 月 ，新 中 国 与这些 中 东 国家之所 以 能迅

速接近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 与 新中 国 外交 主线 的 调整 和 中美关 系 的

持续改善有着密切关联 。

新中 国与 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
一

览表 （
１ ９７ １ 年 ３

—

１ ０ 月 ）

国 家 建交时 间

科威特 １ ９ ７ 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土耳其 １ ９７ １ 年 ８ 月 ４ 日

伊 朗 １ ９７ １ 年 ８ 月 １ ６ 日

突尼斯 １ ９ 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８ 丨 丨
（ 复 交 ）

（ １ ） 中 国 与科威特建交

中 国早在 １ ９６ １ 年 ６ 月 科威特独立 时就对它 表４ｒ 祝贺 ， 但 因 中 国 未

能在科威特与伊拉克存在主权纠纷时予 以 正式承认 以及 １ 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科

威特与 台湾当局在美 国 支持下建立
“

外 交 关 系
”

两 方面 的原 因 ， 中科一直

未能实现建交 。 此外 ，科威特政府不愿在 ６０ 年代 立 即承认新 中 国 政府的

３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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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还在于 ，科威特不愿 中断与 台湾 当局 的关系 ， 因 为 台 湾当局在联合 国

安理会上在科威特与伊朗 的纠纷 中支持科威特 。

①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科威

特决定与新 中 国建交的原因在于 ， 中美苏
“

大三角
”

开始形成 ， 中 国在 国 际

上与美国全球战略 中 的地位都大幅提高 ； 中 国 对外主线调整后对于阿拉

伯 国家
“
一大片

”

的重视与对 巴勒斯坦事业 的积极支持 ； 以及 中 国在 ７０ 年

代初期就停止了对海湾地区革命运动的支持 。
？中科实现建交最为关键的

因素是两 国在台湾 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 鉴于科威特经历 的特殊历史环境

与背景 ， 中 国对于科政府不愿主动
“

驱 台
”

的做法采取 了 大度 与宽容 的态

度 ，在确信科政府坚持
“
一个中 国

”

原则与对台驻科
“

使馆
”

采取一切挤压措

施 、迫使其 自 行
“

闭馆
”

离科后 ， 中 国于 １９ ７ 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同科威特建交 。
？

科威特是第一个与新中 国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 ，尽管建交时间不长 ，

但它在当年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中态度积极 。 科威特代表在投票结果揭 晓时

指 出 ：

“

１ 〇 月 ２５ 日 夜晚发生 了在联合 国和 国 际大家庭 的史册上具有历史

意义的事件 。 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 了对中 国人民所犯下 的错误 。

” “

没

有中 国 的参加 ，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 。

” “

恢复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在联合 国 的

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

”？

（ ２ ） 中 国与伊朗建交

中 国与伊朗 的接近开始于 ２ 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
１ ９Ｈ 年初 中美关 系 的

松动为两 国建交创造了 契机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后期 ， 在美苏缓和的背景

下 ， 伊朗 国王发现伊朗对于美国 的重要性在下降 ，且美国在 １ ９６４ 年决定不

再把武器转交给伊朗而是向伊朗 出 售武器的决定使得伊朗 国 王坚信他要

采取独立的政策 ，从而在超级大国之间实现平衡外交 。 从 １９６ ５ 年起 ，伊朗

在联合 国就新 中 国代表权问题开始投弃权票 ， 这是对从前投票赞成美 国

的决议草案 的立场的背离⑤ ，体现 出 中美仍在对峙时 ，伊朗对华态度 已经

①ＭｏｈａｍｅｄＢ ｉｎ Ｈｕｗａ ｉｄ ｉｎ ， Ｏｚ ｉｎａ
’

ｓ ＲＷａ ｆ ｉ

’

ｏｎ ｗｉ ｆ ／ ｉ Ａｒａｆｃｉａ ａ ／ｗｉ １ ９９９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 ｔ ｌｅｄｇ
ｅＣｕ ｒｚｏｎ２０ ０２

，ｐｐ
． １ ９ ０
—

１ ９ １ ．

ＣＤ Ｉ ｂ ｉｄ ．

， ｐ
． １ ９ １ ．

③ 秦鸿国 ： 《 中 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始末 》 ， 载吴富贵主编 ： 《 中 国 和科威特 的故事 ｈ 五

洲传播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８ 年版 ，第 ３７
—

４４ 页 。

④ 熊 向晖 ：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 ， 中信 出版集团 ２０ １ ９ 年版 ， 第 ４３ ９ 页 。

⑤ 杨兴礼 、冀开运 、 陈俊华 、杨珊珊 ： 《现代中 国与伊朗关系 》 ， 时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４ 页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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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 联 合 国 合法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新 突破 的 双 向 互 动

开始转变 。
１ ９６９ 年 ， 伊 朗 在联合 国 就新 中 国代表权 问题投 出 了赞成票 。

中 国与伊朗在 ６０ 年代末的走近还源于苏联方面 的威胁 ， 中伊两 国都与苏

联有很长的共同边界 ，对苏联
“

南下
”

扩张 的担 是两 国靠拢的 主要动力 ，

中 国在苏联与印度走近后也寻求与伊朗关系 的缓和 。
①此外 ， 当 时伊朗是

美国在中东重要的战略盟友 ，也是其 中东政策的支点 国家 ， 尽管 自 ２０ 世纪

６〇 年代 中期 以来伊朗一直推行
“

独立的 民族政策
”

， 但对于新 中 国 的正式

承认与 中伊建交仍需顾及美 国 的态度 。 中美关 系 的破冰 ， 加快 了 中伊接

近的步伐 。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中美

“

乒乓外交
”

后 ，伊 朗捕捉到 了 中美缓和 的信

息并在发展 同 中 国关系上迅速跟进 。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与 ７ 月 ， 巴列维 国 王 的

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与三妹法蒂玛公主相继访问 中 国 ，伊朗 的两次
“

王

室外交
”

帮助伊朗迅速决定与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立外交关系 。

？ １ ９７ １ 年 ７

月 基辛格访华后 ，尤其是发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问 中 国 的 消息后 ， 中

伊建交的最后障碍也被排除 。

（ ３ ） 中 国与土耳其建交

土耳其是 中东 国家 中具有强烈亲西方倾向 的 国家 ，
１ ９ ５３ 年土耳其加

人北约 ，成为美欧在中 东地 区 的重要盟友 ， 在朝鲜 战争 中 ， 土耳其参加所

谓的
“

联合 国军
”

对 中 国作 战 。 由 于 中土之 间无根本 的利 害 冲突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中后期 ， 中 土双方 已 经试 图 通过多 种 渠道改善和缓和 双边关系 。

１ ９ＺＬ 年随着美 国对华态度 的转变 ， 土耳其随之缓和 了对 中 国 的敌视态度 。

１ ９７ １ 年 ８ 月 ， 中 国 与土耳其建交 ， 土耳其政府也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 国政府

为中 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在第 ２６ 届联大恢复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席位的联

合国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表决时投 出 了赞成票 。

（ ４ ） 中 国与突尼斯复交

突尼斯是较早一批同 中 国接触并建立外交关 系 的 国 家 ， 但受到
“

文化

大革命
”

与
“

左
”

的思想 的影响 ， 中 国 的
“

革命外交
’ ’

政策严重 冲击 了１ ９６４ 年

来的 中突关系 。
１ ９６６ 年 以来 ，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 巴 多次称中 国有

“

狂妄野

①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 ｉ ｎＨ ｕｗａ ｉｄ ｉ ｎ ，Ｏ ｉ ｉ ｎａ
’

ｓ 尺Ｗｆｌｈｏ ｒ ｚ ｖｖ ／ ｒ ／ ｉ ｆｌ ／ｗ／Ｇｗ ／乂 Ｊ ．９Ｗ ，

ｐ
． １ ５６ ．

② 肖 宪 ： 《 １ ９ ７ 】 年 中 国 伊朗建交的动因 和影响 》 ， 载高发 元主编 ：
《 筲 届 塞 典 赤研究 Ｍ

际会议 论文集 》 ， 云南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４ 年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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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在亚非搞颠覆 、渗透活动 。

① １ ９６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中 国驻突使馆 向突尼

斯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 强烈抗议突尼斯政府非法扣 留 中 国乒乓教练

和使馆人员 的 严重反华事件
”

。
②

１ ９６７ 年 ９ 月 突 尼斯宣 布 同 中 国 断交 。

１ ９６９ 年下半年 ， 中 国着手修复与 中东 国家 的关系 。
１ ９７ １ 年 ５ 月 ９ 日 ， 周恩

来在会见应邀参加
“

巴勒斯坦国 际周
”

活动 的新 闻工作者时 ， 点名 会谈 了

突尼斯代表达马克 ，布尔吉巴总统听取该记者与外交部长的汇报后 ， 要求

一个星期就恢复突中关系 。
③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 中 国与突尼斯实现复交 。

总之 ， 中国在 １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第 ２６ 届联大就新 中 国合法权利 问题

投票前相继建交的科威特 、土耳其 、伊 朗 和复交 的突尼斯 ， 在联大有关新

中 国 的提案都投出 了赞成票 ， 为新中 国重返联合 国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 。

（ 二 ） 国 际格局 的 变 化二 ： 第 ２６ 届联 大投票加入联合 国 的 巴林 、

卡塔尔和 阿 曼对华态度 中 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 ， 世界范 围 内 的 民族独立运 动高涨 。 在第 ２６ 届

联大召开前 ， 国际社会 中仍不断有 国 家实现独立并加人联合 国 ，这进一步

增强了联合国 的广泛代表性 。
１ ９Ｈ 年 ， 随着英 国殖 民势力最后撤离海湾

地区 ， 在 ２６ 届联大召开前夕 ， 巴林与卡塔尔等 中东 国 家获得独立 ， 并成为

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国 。 １ ９７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巴林实现独立 ， １ ０ 日 周恩来总理

向卡塔尔埃米尔致电表示承认 ， 次 日 埃米尔复 电对 中 国 的承认表示感谢 ，

但复电 中没有任何内容表示卡塔尔对新 中 国 的承认 。
＠ １ ９７１ 年 ８ 月 １ ４ 日

巴林实现独立 ， ２３ 日 周恩来总理向 巴林埃米尔致电表示承认 ， 次 日 埃米尔

复电对中 国的承认表示感谢 ， 但复 电 中也没有任何 内 容表示对新 中 国 的

承认 。
⑤巴林与卡塔尔是明显 的亲西方国家 ， 两 国 的对华政策深受美 国与

沙特的影响 。 在中美缓和 的背景下 ， 两 国此后在新 中 国恢 复联合 国席位

的提案 中选择弃权 ， 并未完全倒 向 台 湾 当局
一边 ， 体现 出 两 国 在 中 美关

①肖 宪 ： 《 当代 中 国 中东关系 》 ， 中 国书籍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０２ 页 。

② 《我外交部强烈抗议突尼斯政府新 的 严重反华事件 》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６７ 年 ９ 月 １ ７

曰 ，第 ６ 版 。

③ 谢邦定 ： 《 中国与突尼斯建交的前前后后 》 ， 《百年潮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１ 期 ，第 １ ７ 页 。

④ＢＢＣ ，ＳＷＢ ， ＦＥ／３ ７８６ ，１ ４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９７ １

：Ａ４ ／ １
；ＢＢＣ ，ＳＷＢ ， ＦＥ／３７８８ ，１４ Ｓｅｐ

？

ｔ ｅｍｂｅ ｒ１ ９ ７ １ ：Ａ４／ １ ．

⑤ＢＢＣ ，ＳＷＢ ，ＦＥ／３ ７７３  ，２８Ａｕ
ｇ
ｕｓ ｔ１ ９ ７ １ ：Ａ４／ １ ．

３２０



■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交 新 突破 的 双 向 互动

系正常化的背景下对 中 国态度的顺势转变 。 除 了 巴林与 卡塔尔外 ， 阿曼

同为在第 ２６ 届 联大 召 开前实 现独立并加人联合 国 的 中 东 国家 。
１ ８ ７０

年 ， 阿曼成为英 国 的保护 国 ， １ ９ ７０ 年 ， 阿曼爆发宫廷政变改名 为阿曼苏丹

国 ， 并于 １ ９ 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加 人联合 国 ， 但是阿曼缺席 了 第 ２６ 届 联大两

场投票 。

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前加入联合国 的 中东国家 （

１ ９７ １ 年 ８
—

１ ０ 月 ）

国 家 加人时间

巴 林 １ ９７ １ 年 ８ 月 １ ４ 日

卡塔尔 １ ９７ １ 年 ９ 月 １ 日

阿 曼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７ 日

（ 三 ） 第 ２６ 届 联 大投 票机制 与 新 中 国 联合 国 合 法 席 位的 恢 复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 第 ２６ 届联大上 ，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席位的表决围

绕 Ａ／Ｌ ．６３０ 与 Ａ／ Ｌ ．６３２ 两个决议草案展开 。 １ ９７ １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 阿尔 巴尼

亚 、阿尔及利亚等 １ ７ 个成员 国提 出将
“

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 国组织

中 的合法权利
”

问题加人第 ２６ 届联合 国大会的议事 日 程 ， 要求恢复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在联合 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 并立 即把蒋介石 集 团 的代表从联合

国及其一切机构 中驱逐 出 去 。

《 １ ９７ 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２３ 个成员 国 向联合 国

提交了 为使新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的决议草案 Ａ／ Ｌ ．６３０ 以及附加文

件 １ 、 ２ 号 。 这 ２３ 个国家 中包括 ７ 月 １ ５ 日 提议将该问题列人议事 日 程的

１ ７ 个国家 ，其中有 ６ 个为 中东国家 。

在美 国
“

双重代表权
”

计划 失败后 ， 国 际社会 中仍 有部分 国 家希 望操

纵联合 国表决机制 ，在联合国 中保 留 所谓
“

中 华 民 国
”

的代表权 ， 以 期 制造
“

两个中 国
”

。
１ ９７ 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澳大利亚 、哥伦 比亚 和 日 本 等 ２２ 个成 员

国 向联合 国提交 了 另
一项决议草案 Ａ／Ｌ ． ６３２ 以及附加 文件 〗

、
２ 号 。 该决

议草案提议 ： 任何试图 剥夺
“

中 华 民 国
”

代表权 的 提 案 都是涉及联合 国 宪

章第 １ ８ 条的重大 问题 ， 因此需要 ２ ／３ 的会 员 国 赞成方可通过 。 该提 案被

① 参见联合国 大会 第 二 十 六届 会 议 大会决 议 ， ｈ ｔ ｔ ｐｓ
： ／ ／ ｗｗｗ ． ｕ ｎ ． ｏ ｒ

ｇ／
ｚｈ ／ ｄｏｃ ｕｍｅｍ ｓ ／

ｖ ｉ ｅｗ
＿

ｄｏｃ ． ａ ｓｐ ？ ｓ
ｙ
ｍｂｏ ｌ 

＝
Ａ ／ ＲＥＳ ／ ２７ ５８ Ｃ ＸＸＶ Ｉ ）  ？

３ ２ １



■ 《复旦国 际关系评论 》第三十一辑

称为
“

逆重要问题案
”

。 该提案 中并无中东 国家作为发起 国 。

？

１９７ １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 联合 国大会开始就 中 国 代表权 问题进行表决 。

大会首先以 ５６ 票反对 、 ５３ 票 同意 、
１ ９ 票弃权否决了沙特关于推迟投票的

动议 。 然后 ，

“

逆重要问题案
”

如美 国所愿以 ６ １ 票赞成 、 ５３ 票反对 、 １ ５ 票弃

权贏得优先表决权 ； 但随后交付表决时 ， 以 ５ ５ 票赞成 、 ５９ 票反对 、 １ ５ 票弃

权的 ４ 票微弱差距被否决 。 据美国 国务院分析 ， 至少五个 中东 国家在最后

一刻改变了它们原先的立场 ， 即塞浦路斯 、 阿曼 、摩洛哥 、卡塔尔 、突尼斯等

由赞成票改为 了弃权票 。
＠在 八／１ ６３２ 即

“

逆重要 问题案
”

的表决 中 ，
２４ 个

中东成员 国 中 ，共有 ２３ 国参与表决 ， 阿曼缺席表决 。 其 中 明确支持中 国 的

中东 国家共有 １ ２ 国 ， 占所有支持 中 国 国家的 ２０ ．３％ ，未支持台湾 当局的 中

东国家共有 １８ 国 （ 即再包含 ６ 个弃权 国 ） ， 占 未 支持 台 湾 当 局 国家 的

２４ ．３％ ， 中东 国家 中仅有 ５ 国支持台湾当局 ， 仅 占 中东 ２３ 国的 ２ １ ．７％ 。
？

在此形势下 ，美国还希望再做努力 ，提议将 Ａ／Ｌ ．６３０ 决议草案 中
“

把蒋

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中所非法 占据的席位上驱

逐出去
”

作为另一项议案另行表决 。 这一提议如果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 ，

将使中华人民共和 国代表中 国参加联合 国 ， 同时 台湾 当局仍然保持其联合

国普通会员 国的席位 。 这已经是美国为保留 台湾当局在联合国 的席位所能

做出 的最后努力 ，尼克松政府希望在不影响对华缓和战略 目标的前提下也

不激怒国 内 的亲台势力 ，试图在战术上做出 调整 。
④美国希望促使这一提案

优先表决并通过 ， 打败 旨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 的
“

阿尔

巴尼亚案
”

，再谋求
“

双重代表案
”

的通过 。 但美 国这一动议 以创纪录 的 ６ １

①当时的联合 国 ２ ４ 个中东成员 国 中 ， 并无 国家作为议草案 Ａ／ Ｌ ． ６３２ 以及附加文件 １ 、

２ 号的发起国 。 参看 １ ９７ １ 年联合国年鉴 。 Ｓｅｅ 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Ｎ ａ ｔ ｉｏｎｓ ，ＷＶ ｙｅａｒｔｏｏ ／ｔ ．

“

Ｓｅｃ ｔ ｉｏｎ

１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 ｉ ｔ

ｙ ｑ
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ｓ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

：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ｓｒｅｌａ ｔ ｉｎ
ｇ 

ｔｏ Ａｓ 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Ｅａｓ ｔ

？ ，

，

ｐ
． １ ３６

，ｈ 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ｍｕｌ ｔｉｍｅｄｉ ａ ． ｏｒｇ／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ｐａｇｅ ．

ｊ
ｓｐ ？ ｑ 

＝
Ａ／ Ｌ ． ６３ ０＆ ｓ ｔａ ｒ ｔ 

＝

Ｏ＆ｔｏｔａ ｌ 

＝
１ ６＆ｓｒ ｓ ｔａ ｒ ｔ 

＝
Ｏ＆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

ｅ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ｕｔ ｌ ｉｎｅ 

＝
ｆａ ｌ ｓｅ ．

②ＳｅｅＭｉ ｓｓ 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ＵＮ ｔｏＤｅｐａｒ ｔｍｅｎ ｔｏｆＳ ｔａ ｔｅ ，ｔｅ ｌｅ
ｇ
ｒａｍ ，Ｏｃ ｔｏｂｅｒ２６ ， １ ９ ７ １ ， ｉｎ

ＦＲＵＳ ，１ ９６９
—

１ ９ ７６ ，Ｖｏ ｌ ．Ｖ ，ｐ
． ８ ５４ ．

③ 此处 中东 ２４ 国在 Ａ／Ｌ ． ６３２ 即
“

逆重要 问 题案
”

中 的投票结 果及 占 比为作 者根据

１ ９７１
年联合 国年鉴整理 、计算 得 出 。 Ｓｅｅ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 ｔ ｉｏｎｓ ，ｔＷｙｅａ ｒｂｏｏＡ ： ．

“

Ｓｅｃｔ ｉｏｎ １
：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
：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 ｔ 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Ｆａｒ Ｅａｓ ｔ

＾

，ｐ ． １ ３６ ．

④ 张绍铎 ： 《美 国与 中 国联合 国代 表权 问题 》 ， 《 当代 中 国史研究 》 ２ ００ ７ 年第 ６ 期 ， 第

６７ 页 。

３２２



■ 博 弈 １ ９ ７ １
： 恢 复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与 中 国 中 东 建 交 新 突破 的 双 向 互 动

票反对 、 ５ １ 票赞成 、 １６ 票弃权遭到大会的否决 。 投票 当 日 至此 ，美 国
一

切试

图阻止
“

阿尔巴尼亚案
”

通过的手段都 已用尽 ， 台湾当局代表团决定就此退

出联合国大会 ，而美国的
“

双重代表权案
”

也成了未经表决的废案 。

随后 ，联合国大会第 １ ９７６ 次会议 以 ７６ 票赞成 、 ３５ 票反对 、
１ ７ 票弃权

的压倒多数 ，通过 了阿尔 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等 ２３ 个 国 家提 出 的要求
“

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 的一切合法权利 ，立 即把蒋介石集 团 的代表从

联合国一切机构 中驱逐出去
”

的 Ａ／Ｌ ．６３０ 提案 ，该提案经表决成为联合国大

会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 。 自此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 中被非法剥夺

了
２２ 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代表成为 中 国在联合国组

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

在联合国 Ａ／Ｌ ．６３０ 提案即
“

阿尔巴尼亚案
”

的表决中 ， 当时的 ２４ 个 中东

成员 国 中 ，共有 ２３ 国参与表决 ， 阿曼缺席表决 。 明确支持中 国 的 中东 国家

共有 １ ７ 国 ， 占总支持中 国 国家的 ２２ ． ４％ ， 未支持 台湾 当局 的 中 东 国家共有

２２ 国 （ 即再包含 ５ 个宑权 国 ） ， 占未支持台湾 当局 国家的 ２３ ．７％ ， 中东 国家 中

仅有沙特阿拉伯 国支持 台湾 当局 ，仅 占参与投票的 中东 ２３ 国 的 ４ ．３％ 。

？相

较于 Ａ／ Ｌ ．６３２ 提案表决时 ， 中 东 国家 中 有更多 国 家选择放弃支持 台 湾 当

局 ， 甚至给予新 中 国 明确 支持 ， 支持台湾 当局的 国家 由 ５ 国降为沙特一 国 。

中东国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 中发挥 了重要

作用 ，塞浦路斯等 ５ 个中东国家在
“

逆重要问题案
”

最后表决时立场的转变 ，打

破了美国等国以
“

逆重要问题案
”

维持台湾 当局席位的图谋 ，敲定 了台湾当局

退 出联合国 的败局 。 中东 国家的支持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起到了很大作用 。

中 东 ２４ 国在第 ２６ 届联大涉新中 国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各议案 中 的票数
一

览表

国 家 对 Ａ ／Ｌ ． ６３０ 的态度 对 Ａ／Ｌ ． ６３ ２ 的态度
第 ２６ 届联大前

是否 与 中 国建交

阿富汗 赞成 反对 是

埃及 赞成 反对 是

叙利亚 赞同且为发起 国 反对 是

① 此处 中东 ２４ 国在 Ａ／ Ｌ ． ６３０ 提案 即
“

阿尔 巴尼亚 案
”

中 的投 票结 果及 占 比 为 作 者根

据 ］ ９ ７ １年联合 国年鉴整理 、 ｉ ｆ

？

算得出 ？Ｓｅｅ ＴｈｅＵ ｎ ｉ ｔ ｅｄＮ ａ ｔ ｉｏｎ ｓ ，ＷＶＷｆｌ ｒ ／ｘｗＡ ： ． 

“

Ｓｅ ｃ ｔ ｉ ｏｎ１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 ｒ ｉ ｔ

ｙｑ
ｕｅｓ ｔ ｉ ｏｎｓ ．Ｃｈａｐｔ ｅ ｒ ８ ：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ｓ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ｎ

ｇ 
ｔｏ Ａｓ ｉ ａａｎｄ 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 ｔ

＂

，ｐ ． １ ３６ ．

３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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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国 家 对 Ａ／Ｌ ．６３０ 的态度 对 Ａ／Ｌ ．６３２ 的态度
第 ２６ 届联大前

是否与 中 国建交

北也门 赞成 反对 是

伊拉克 赞同且为发起国 反对 是

摩洛哥 赞成 弃权 是

阿尔及利亚 赞同且为发起国 反对 是

苏丹 赞同且为发起国 反对 是

索马里 赞成 反对 是

突尼斯 赞成 弃权 是

毛里塔尼亚 赞同且为发起国 反对 是

南也门 赞同且为发起国 反对 是

科威特 赞成 反对 是

土耳其 赞成 弃权 是

伊朗 赞成 弃权 是

黎巴嫩 弃权 赞成 否

塞浦路斯 弃权 弃权 否

沙特 反对 赞成 否

以色列 赞成 赞成 否

利 比亚 赞成 反对 否

阿曼 缺席 缺席 否

巴林 弃权 赞成 否

卡塔尔 弃权 弃权 否

约旦 弃权 赞成 否

注 ： （ １ ）本表为 １ ９７ １ 年第 ２６ 届联合 国大会上拥有表决权 的 中东 国家 。 （ ２ ） 本

表 中 Ａ／Ｌ ．６３０ 草案经大会表决通过后即为联大
“

２７５８ 号决议
”

， 此草案 ２３ 个发起

国 中有 ６ 个为 中东国家 。 （ ３ ） 以 色列 与利 比亚当时与新 中 国无外交关系 ， 但两 国

在支持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的 Ａ／Ｌ ．６３０ 中投了赞成票 。

资料来源 ：
１ ９７１年联合 国年鉴 。

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ｔ ｉｏｎｓ ，
Ｓｅｃ ｔ ｉｏｎ

１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ａｎｄｓｅｃｕ ｒ ｉ ｔｙ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ｓ ．Ｃｈ ａ
ｐ ｔｅｒ８

：Ｑｕｅｓ ｔ ｉｏｎ ｓｒｅ ｌａ ｔ ｉｎｇ
ｔｏＡｓ ｉａａｎｄ ｔ ｈｅ

Ｆａ ｒＥａｓ ｔ ，ｐ ． １ ３６ ，ｈ 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 ｕｎｒｎｕ ｌ ｔ ｉｍｅｄ ｉａ ． ｏｒｇ／ ｓｅａ ｒｃｈｅｒｓ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ｐａｇｅ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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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联合 国 席 位 与 政权 国 际 合 法 性 提升 ： 新 中 国 恢 复联 合 国

合法 席 位后 中 东 外 交 １ ９７１ 年年 内 的 新 突破

随着新中 国成为联合 国常任理事 国 中 唯一 的发展 中 国 家 ， 在协调发

展 中 国家与发达 国家之 间 的分歧与 团结发展 中 国 家力 量等方面 ， 有着独

特的优势 。
１ ９Ｈ 年 １ ０ 月 ２ ５ 日 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后 ， 越来越多

的 中东国家看到 了 中 国在联合 国与 中 东事务 中 的能力 与潜质 ， 已 与 中 国

建交的 中东国家此后不断加深与 中 国 的政治 、经济 、 文化联系 。 新 中 国通

过第 ２６ 届联大所促成的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实践 ， 深化 了对 中东 国 家在

内 的第三世界 国家进一 步 的认识和 了解 。 此后 ， 中 国在 中东地区 的外交

关系得到进一步扩展 ， 如 黎 巴嫩 与塞浦路斯在 当年便实现了 与 中 国 的建

交 。 黎巴嫩与塞浦路斯在联大投票表决时 尚 未与 中 国建交 ， 但两 国通过

弃权票的方式给予新 中 国 帮助 ， 并未完全倒 向 台 湾 当 局一边 。 新 中 国于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１ 月 与 １ ２ 月 分别 与黎 巴嫩与塞浦路斯建交 。

新中 国与 中 东 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
一

览表 （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１

—

１ ２ 月 ）

国 家 建交时间

黎巴嫩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１ 月 ９ 日

塞浦路斯 １ ９７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 １ ） 中 国 与黎 巴嫩建交

黎巴嫩于 １ ９４６ 年独立后 ， 在外交上采取亲西方政策 。 在美 国 的影响

下 ，黎巴嫩于 １ ９５４ 年 １ １ 月 与 台 湾 当局建立 了公使级
“

外交
”

关系 ，但也同

新 中 国保持经贸交往 。 黎 巴嫩是 中东 国 家 中较早一批与新 中 国 建立经贸

联 系 的国家 ， 双方在 １ ９ ５５ 年万隆会议后就签订 了 贸 易 协定 ，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中 国在 贝 鲁特开设 了商务代表处 。 中黎关系在 ５０ 年代 中后期取得
一定进

展 ， １ ９ ５８ 年英美入侵黎 巴嫩后 ， 中 国坚定认为 ， 英 美联军不应 以联 合 国 为

掩护在黎 巴嫩与约旦等 中 东 国家实行新的帝国 主 义侵略？ ， 中 共 中 央政治

局委员 、北京市委第
一

书记 、北京市 长彭真在 １ ９ ５８ 年 ７） １ 北夼 大安 门 广场

声援伊拉克与黎巴嫩人 民 的集会 上 的讲话 中指 出 ：

“

关 囘 役略军队必须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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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滚出黎巴嫩 ，立即停止这种疯狂的 战争挑衅 ！ 我们完全支持黎 巴嫩人

民 的 民族独立运动 ！

”①此外 ，新 中 国还在 １ ９ ５８ 年通过炮击金 门 的方式来

支持黎巴嫩 。 毛泽东在军委紧急会议上指 出 ：

“

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 中东 ，

最近那里很热闹 ，搞得我们远东也不太平 ； 人家唱大戏 ， 我们不能 只 做看

客 ，政治局做出 了一个决定
——

炮击金 门 ！

”？但夏蒙总统为首 的黎政府一

直不愿与 台湾当局
“

断交
”

，且 １ ９６０ 年以后 ，黎巴嫩在经济上对新中 国 的商

务关系加以无理限制 。 在此情况下 ， 新 中 国断绝 了与黎巴嫩的官方来往 ，

并在 １ ９６０ 年 ３ 月 关闭 了驻黎商务代表处 。 即便如此 ，新 中 国仍然与黎 巴

嫩保持着经贸联系 。

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影响 中黎关系 的重要 因素 。 黎 巴嫩政府一直不允

许 巴勒斯坦武装在其境 内 与 以 色列对抗 ， 常常与之发生 冲突 。 新 中 国 出

于对 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 曾于 １ ９６０ 年 １ ０ 月 指责
“

黎 巴嫩反动当局 与 以

色列侵略军相勾结 ，夹击在黎巴嫩南部边境 的 巴 勒斯坦游击 队
”

，但 中 国

就 巴勒斯坦问题对黎巴嫩 的指责也于 １ ９７ １ 年下半年逐渐停止 。

③ １ ９ ７０ 年

后 ， 随着美 国对华态度的转变以及 中 国对黎态度 的转变 ， 黎巴 嫩逐浙也改

变 了在 中 国代表权与 台湾问题上 的立场 ， 在第 ２６ 届联大的两次表决 中 由

最初的赞成
“

逆重要问题案
”

转变为弃权票 ， 并于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合法

席位当年与之建交 。 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后 ， 新 中 国也 曾凭借在联合 国

的大国地位与话语权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给予黎巴嫩必要的支持 。

（ ２ ） 中 国与塞浦路斯建交

塞浦路斯与中 国 的关系也受到美 国对华政策的极大影响 。
１ ９６０ 年 ８

月 ，塞浦路斯独立后 ， 中 国政府致电表示承认 。 但 由于美 国 因 素 的影响 ，
９

月 ，塞浦路斯与 台湾 当局建立了
“

外交
”

关系 ， 中塞双边关系进展缓慢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 ， 反对苏联的霸权扩张构成了 中 国 中东政策 的重

点 。 塞浦路斯作为亲西方的非阿拉伯 国家 ， 早 已关注到 ７０ 年代初 中美关

系的走近 ， 因而改变 了联合 国在新 中 国代表权问题上 的立场 。 当时仍与

台湾当局保持
“

外交
”

关系 的塞浦路斯在第 ２６ 届联大投票 中投 出 了 弃权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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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实际支持了新 中 国恢复联合 国 的合法席位 。
１ ９７ １ 年 １２ 月 建交后 ， 中

塞关系发展较快 。

综上 ，
１ ９７ １ 年新 中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后 ， 中 国与 中东 国家关系

获得较大进展 ，也迎来 了 中 国 与 中 东 国 家建交 的第二次高潮 ， 这主要得益

于 中 国对外主线 的调整与 中美关系 的改善 。
１ ９７ １ 年开始 ， 中 国 的 中 东外

交具有 了更大的影响力 ， 中 国 在 中东外交活动 的地域范 围从地 中海地 区

扩大到 了海湾沿岸 ，交往对象也从反西方 的激进 国家阵营扩大到 了 与 西

方保持密切联系 的温和 国 家阵营 ， 极大扩展 了 中 国在 中东地区 的外交空

间 ， 为后续中 国与 中东 国家实现全面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五 、 结论

新 中 国成立后 ， 由 于两岸分离 的客观现实 ， 联合国 合法席位的获得与

外交承认的扩大便成为新 中 国谋求拓展 国际合法性的 两个重要维度 。 而

中 国对外交往主线对中 国 的联合 国外交与 中 国外交空 间 的拓展都有着重

要影响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中 国外交主线实现了较大调整 ，新 中 国在不断

调整与美苏关系 的 同时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 家 的关 系 ，这为 中 国
“
一条

线 ，

一大片
”

战略的成型和 ７０ 年代初对美关系 的突破奠定 了基础 ，这也直

接促进 了新 中 国 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目 标的实现 。 而这一时期 的 中 国 中

东外交显著体现了 中 国外交主线的变化及其对于新中 国 国际合法性确立

的影响 。 中 国在
“

求同存异
”

的基础上弱化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在

中 国 中东 国家交往过程 中 的消极影响 ， 同 时注重 与在 中 东地区存在显 著

影响力 的美 国实现破冰 ，
７０ 年代初 中 国 中东外交的调整使 中 国在 １ ９７ １ 年

的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 中得到 了１ ７ 个中东 国家的 明确 支持 ， 并于 ７〇 年代

与近 ３ ／ ４ 的 中东 国 家实现建交 。 中 国与 中东 国 家 的外 交关系是 中 国对外

关系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１ ９９２ 年 中 国 已 经全面实现与 中 东所有 国 家建立

外交关系 。
２ １ 世纪 以来尤其是

“

阿拉伯 之春
”

后 ， 中 国 中 东外交 也面 临 新

的机遇与挑战 。

首先 ， 中 国 以联合 国 为平 台 ， 坚持 为 发展 中 国 家代 言 的 能 力 不 断增

强 。 当前 中 国推行的
“
一带

一路
”

倡 议 、

“

人类命运 共同体
”

等构 想 得 到 大

３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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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东 国家的支持与 响应 。 但部分 中 东 国 家 因 地区局势对 国 内政 治

的负 面影响 ， 仍难 以 独立完成国 内政治与发展道路的建设 。 中 国作为联

合 国五大常任理事 国之 中唯一 的发展 中 国家 ， 可凭借这一身份在地 区热

点 问题上积极调解 ， 促成 区域 内 国家 间 与 主要域外大 国 之间 的对话与合

作 。 具体而言 ， 中 国坚持在联合 国 的框架下参与 中东维和活动并在安理

会投票中坚持原则 ； 展开针对 中 东地 区 热点 问题常态化 的特使外交 ， 积

极践行
“

劝和促谈
”

； 积极推进 中东 国 家 的去极端化工作 。 此外 ， 中 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 ， 代表发展中 国家崛起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的 中 国模式也可 以 为部分 中东 的 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 。 中

国 做 出 的努力将推动部分 中东 国家 内部 与地区热点 问题的降温与最终

解决 ， 提升 中 国 在联合 国 与地 区 治理 中 的影 响 力 ， 也 利于 中 国 中 东 国

家外交 的进一步发展 。 就 当前来看 ， 包括 中 东 国 家在 内 的发展 中 国 家

仍然是 中 国 参 与 国 际 事 务 、 维护 国 家 利益 、 反 击 霸 权 主 义 干 涉 的 基

本盘 。

其次 ， 中 国在参与 国 际热点 问题的总体原则与立场上 ， 坚持捍卫真正

的多边主义 ， 这将有利于新时代中 国 中东关系 的深度拓展 。 自 １ ９Ｈ 年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以后 ， 中 国 与联合 国 的关系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 进

入 ２ １ 世纪 ，在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单边主义 日 益盛行的背景下 ， 中 国积

极践行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维护 国际秩序 。 具体而言 ， 中 国积极参与

中东热点 问题的多边会谈机制来促进相关 国 际协议的达成 ； 注重 以 发展

促和平 、 以发展促安全的合作路径 ， 在 国 际组织和 国 际论坛 的框架下发展

对 中东关系 。 中 国 的 目 的在于维护 以联合 国 为核心 的 国际体 系 ， 促进 国

际关系合理化 ；坚持以 国 际法为基础 的 国 际秩序 ， 促进 国 际关系法治化 ；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促进 国 际关系 民主化 。 中 国尤为注重促进共同 、

综合 、合作与可持续中东安全架构的建设 。

最后 ，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一劳永逸解决了联合国 中 国代表权问题 ，但 中

东 因素仍对当前的两岸关系构成一定的影响 。 自 １ ９７ １ 年台湾 当局丧失非

法 占据的联合 国 中 国代表权以后 ，其国际空间不断萎缩 。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台湾当局
“
一个 中 国

”

原则 的松动 ， 试 图将两 岸之间 的关系状态

迈 向 国家的分裂 ， 尤其是 民进党 当局近年更是谋求 以 台 湾名 义加人联合

国 ， 甚至不断歪 曲攻击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 。 中东地区 曾是新 中 国与 台湾 当

３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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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９０ 年代博弈的焦点 ， 当前中东 国家在涉 台 问题上总体上

支持中 国的立场 ， 尤其是海湾国家在保持与 台湾地区非官方关系 的 同时 ，

深人坚持
“
一

个中 国
”

的总体原则① ，但也不可忽视作为 中东地区事务 的主

导者美 国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负 面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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