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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何去何从，成为各国面临的一

大问题。是像以往历次战争之后那样对战败国给予报复性的惩

罚，瓜分其殖民地，由战胜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还是建立一个

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制定公正的国际法原则，设立集体安全机

制，共同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创始人选择了后者。

1945年，联合国在二战的废墟上成立了。这个组织的成立使人类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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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1945年，联合国在二战的废墟上成立了。这个组织的成立使

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诚然，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联合国也

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组织。60年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联合国所关心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当年设想的范围，它所

要承担的许多任务是其创始者们所无法料及的。联合国自身也存

在着机构重叠、冗员沉重、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问题。联合国

维和部队及食油食品项目中曝光出来的各种丑闻都对联合国的声

望造成很大伤害。

1999年，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进行了科索沃战争。2003

年，一些国家组成的联军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

了伊拉克战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被踏在了脚下。面对违

反国际法的行为，联合国束手无策。现实与理想之间、人们对联

合国的期盼与联合国的客观能力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这造成不

少人对联合国的失望。

但是，并不能因为联合国有缺陷而否认联合国的成就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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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联合国宪章》表达了联合国创始人们的理想，确立了各国

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法原

则。并将实现和平、促进发展、保护人权等列为联合国的宗旨。

这些思想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

联合国成立后，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在联合国的推动下，非殖民化进程迅猛发展，大批殖民地获得独

立，并先后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今天已增加到192个，几

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联合国确立了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安理会根据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等国际公认准则，协调有

关国家立场，体现多数国家意愿，对国际冲突进行调处。联合国

具有普遍性，在制定重大政策决定时，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

联合国具有公正性，不代表任何国家和商业利益，能够与各

国及其人民建立信任关系，提供援助不附加条件。联合国成立以

后，在促进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消除贫困、解决难民问题、保护环境和资源、保护妇女儿

童权利、消除种族歧视、推动全球合作、打击毒品走私等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际裁军和军控方面，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谈判达成

了多项裁减和控制军备、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达成了多项协议，

对缓和国际局势及遏制军备竞赛势头大有裨益。

今天，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作用是

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其他组织所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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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诞生的国际组织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为争取美国提供武

器援助，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

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大西洋宪

章》，表示要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建立一个广泛、永久的普遍

安全制度负责维护国际安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大西洋宪

章》的基本原则。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宣布正式参战，加入

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华盛

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承诺全力以赴同轴心国作战到底，决

不与敌国单独媾和。宣言第一次使用了“联合国家”（United

Nations）的名称。

1943年3月，罗斯福向丘吉尔谈了他对未来国际组织的三点

设想：（1）必须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护和平，防止侵略国再发动新

的世界大战；（2）美国必须在这个组织中起领导作用；（3）这个

组织必须争取苏联的支持与合作，还应给予中国大国地位。

1943年11月，美、英、苏、中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四国

同意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早日建立一个由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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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为落实上述设想，中、美、英举行开罗会议，通过了具有历

史意义的《开罗宣言》。随后，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议。罗斯

福在会上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的具体计划，国际组织的大会由所

有会员国组成，执行理事会由美、英、苏、中组成，加上其他地

区的代表共10个成员。英苏两国表示同意。会议发表了《德黑兰

宣言》。

1944年秋天，中、美、英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

起草《联合国宪章》，确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资格、

主要机构、职权范围等。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对宪章的起

草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

举行会议，最后敲定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

决权等问题，并达成雅尔塔密约，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定下框架。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市的大歌剧院隆重举

行制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代表团，与会代表、随行

人员、大会工作人员、记者超过5000人。中国首席代表为中华民

国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是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

这次会议历时两个月。6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

宪章》，50个国家的代表在宪章上签字。波兰没有参加此次会

议，但后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

之一。1945年10月24日，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一

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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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的选址及建造

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没有固定的总部和会址。联合国的制宪会

议是在美国旧金山市的大歌剧院召开的，1946年2月14日，第一

届联大则是在英国的伦敦举行，51个创始会员国与会。当年讨论

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的时候，美国和几个欧洲大国曾进行过激烈

的争论。各方都希望成为联合国的东道国。最后联合国决定把总

部设在美国。

在选定美国之后，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一个选址委员会，在

1946年的下半年考察了几个城市，如费城、波士顿和旧金山。尽

管优先考虑的选址是纽约市以北的几个地方，但当时选址委员会

并没有对拥挤的曼哈顿进行认真研究。在确定选址的最后时刻，

美国巨富小洛克菲勒主动提出捐赠850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曼哈

顿岛靠近东河、面积达18英亩的一片地皮，供联合国修建总部。

选址一旦确定，接下来的工作是设计联合国总部。联合国不

打算搞国际招标竞争，而是决定从各国聘请著名建筑师共同合作

完成建筑设计工作。来自美国的沃里斯·哈里森被任命为总建筑

师，其头衔是规划部主任。

1947年年初，来自五大洲的10名最杰出的建筑师、规划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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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其顾问委员会齐聚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开始联合国总部大

楼的规划设计工作。这10位建筑师均由有关国家政府提名。中国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亦名列其中。经过反复的评估和分析，最终

确定联合国总部由秘书处大厦、大会大厦、会议楼区域（包括各

理事会会议厅）和图书馆等四大主体建筑物组成。为了给联合国

总部建设筹措资金，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了一笔6500万美元的

无息贷款。联合国按分期付款的方式还贷，最后一笔贷款100万

美元于1982年付清。

在1949年10月24日举行的奠基仪式上，联合国首任秘书长

特里格夫·赖伊为建筑物奠基。奠基石上镌刻着“联合国”的字

样，分别用1949年开始使用的联合国5种官方语言（即中文、英

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书写，日期则用罗马数字写成。奠

基石用常规方法制作，内置一金属盒，里面存放着《联合国宪

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会议日程表的复印本，另外还有总部咨

询委员会会议记录之类的文件。金属盒上面有秘书长特里格夫·赖

伊和规划部主任沃里斯·K·哈里森加盖的私章。如今，这块奠基

石的位置在联合国总部用地南部边界的图书馆大楼东面的地下。

1952年，联合国大楼正式启用。

联合国总部这个场所归联合国所有，是一个国际领地。除非

在征得联合国秘书长同意的情况下，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或

地方政府的任何军官或官员，无论是行政官员、司法官员，还是

军官或警官，都不得进入联合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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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徽记、
旗帜和联合国歌

联合国徽记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美国代表团团

长、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根据会议建议，成立

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设计联合国的标志。最初的版本是从北极俯瞰

世界的地图。1946年12月，最初的版本经过修改由联合国大会通

过。修改后的徽记由两条橄榄枝围绕，北美不再位于图案的中

心。环绕徽记四周的橄榄枝象征和平，地图则代表全世界的人民。

联大建议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未经秘书长批准使用

徽记。联大特别要求禁止以商业目的使用这个世界组织的公章、

徽记、名称或简称。

联合国旗帜

在第二届联大会议上，秘书长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联合

国设计一面会旗，供联合国总部和下属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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