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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邊外交」是指兩個以上的國家或成員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超國家間的問

題，自二戰以來，多邊外交一直是世界秩序的核心。全球化的加速和由此帶來

的全球縮小，導致了真正意義上地球村的誕生，地球村早已不是在比喻了。 

 

    討論多邊外交，有以下幾個關鍵主題： 

 

一、多樣性 

 

多邊外交具有多重型式和多種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當「人

類議會」的角色，如聯合國大會、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等，會

上的分歧不僅反映了各國的不同看法，而且能起到調節和安全的作

用。多邊外交的第二個功能是為人類設定遠大的目標、甄選出地球村

的迫切需求、激勵人們在某些方面採取行動，如脫貧、減碳……。第

三個功能就是不斷設立文明規範，使世界文明程度得以提升，如 1948

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廢除了奴隸制度和酷刑……等惡

行。聯合國大會還通過了禁止使用地雷和集束炸彈、關於兒童和婦女

權利的公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儘管這

些規範依舊存在著一些棘手的問題，雖然有些國家並未簽署，但仍使

他們的行動多了些顧忌。 

 

二戰後成立的許多專門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原子能機構、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機構，通過開

展多邊外交活動，在解決問題和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發揮了作用，增進

了人類福址，增加了國際間的相互依存，維護了全球的穩定。 

 

二、正義與權力間的持續緊張關係 

 

理論上，多邊外交是以國際秩序中的一些關鍵原則為指導的。一

些國際組織得以建立，並履行特定職能，提供特定的全球產品，從而

造福全人類，而非服務於大國利益。然而，在實踐運作中，權力通常

凌駕於原則和理想之上。理論上，聯合國大會在解決衝突與促進和平

方面也應該發揮作用，但在實踐中，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安



理會也確實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它在這方面是成功與失敗併存的。 

 

三、聯合國 --- 較小非正式團體或聯盟內部之間的緊張關係 

 

至於較小規模的組織，如果僅就參與多邊外交的國家數量(非影響

力)而言，如 20 國集團峰會(G20)，在拯救全球經濟中已經發揮了關鍵

作用，未來 20 國集團一定可以變得更具包容性、更加透明、可參與度

更高。《巴塞爾協議》在倡導呼籲收緊國際標準，以降低金融機構面臨

的風險和建立「緩衝基金」，其成功與否也離不開多邊外交。 

 

每年都有各種型式、各種層次的多邊會議召開，尤其近 20 年，多

邊會議出現了爆炸性增長。有人認為全球性會議行不通，因為這類會

議難以協調太多的不同利益。然而，即使在一個小村莊裡，無視重要

少數群體的意願也是愚蠢的，對地球村而言，真正的全球性解決方

案，需要考慮村裡的所有成員。 

 

    多邊外交活動本身就很複雜，要想取得成功必需有出色的領導和才能，所

以，我們不應批判這種型式，而應從參會者身上尋找問題的根源，關注國家利

益上的固有矛盾。 

 

    區域多邊外交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歐盟，大多數人都稱贊歐盟的經濟成就，

但歐盟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避免了戰爭。這是區域合作的黃金標準，其他地區

都應努力效仿。馬凱碩以個人經驗認為東南亞國家聯盟，或許是世界上第二成

功的區域組織。儘管 20 世紀 70 年代初剛成立時，創始成員國之間也是互相猜

忌和不信任，但 20 年後，會議氣氛輕鬆很多，各國也顯得彼此更加信任。 

 

    人們如果聚集在一起頻繁互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形成一種社群意

識，這種意識降低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自東盟成立以

來，成員國之間從未爆發過戰爭，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了多邊外交的價值。東

盟不僅成功增強了 10 個成員國之間的合作，還成功為其他亞洲大國提供了一個

不可或缺的地緣政治平台，著名的「東盟 10+3」會議，讓中國、日本和韓國可

以在中立國見面並開展會談。隨著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俄羅斯和美國的

加入，東亞峰會的規模已卓有成效的擴展到了「東盟 10+8」。 

 

    隨著西方統治的結束和亞洲的回歸，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亞洲多

邊外交的成功對全球秩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戰後，美國建立了以規則為基

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崛起的亞洲大國也願意接受美方這些原則。諷刺的是，西

方國家是否有意願尊重自己建立的全球秩序規則，反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大



問題。如果西方國家希望崛起的亞洲大國能夠尊重支撐全球秩序關鍵的西方原

則，他們就必須以身作則，因此，美國對多邊外交的態度至關重要。如今，最

著名和最強大的特別組織是「20 國集團」(G20)，可是它沒有總部、甚至沒有議

事規則，儘管如此，20 國集團仍能達成成果，顯示了多邊外交的價值。 

 

馬凱碩的親身經驗告訴他，當身處多邊環境時，會遇到三種聲音：理性、

權力和魅力。事實上，除了理性以外，魅力也在多邊外交和生活中的其他領域

發揮著作用。但是，無論是理性還是魅力都無法與權力匹敵，權力仍是多邊外

交和國際關係中影響最大的因素，人類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的世界秩

序，蠻力和權力仍然驅動著人們的決策。例如，有些常任理事國通過正式渠道

行使否決權，扭曲聯合國安理會的決策程序，使其難以履行《聯合國憲章》所

規定的「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義務。其中最大的扭曲就在巴以問題上，不

管舉行什麼形式的民主投票，都會有 60 多億人支持的「兩國方案」，可是敵不

過 600 萬以色列人的阻撓，主導了美國的否決決定。然而，這種全球性的決策

扭曲，最終可能會導致以色列陷入長期性的悲劇，因為 21 世紀，新的力量將會

對美國形成嚴重的制約。 

 

    有些常任理事國堅持將「國家利益」置於「全球利益」之上，將會導致聯

合國安理會決策上的許多扭曲行為。然而，權力並非一成不變的，地緣政治力

量即將發生幾個世紀以來最大的轉變，因此，多邊外交也需要適應新的地緣政

治秩序。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正在恢復它們原有的地位，世界也將

不得不做出大規模的調整。聯合國是主權國家的集合，在某種程度上，它的使

命是保護各成員國的主權，另一方面，解決全球問題則需要超越單一國家主權

的統一全球戰略。西方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還不足 12%，它必須學會傾聽世

界上大多數人的聲音，否則後果會不堪設想。如前所述，多邊外交的主要功能

是充當「人類議會」，因此，西方強國，尤其是美國，不應企圖違背聯合國大會

並與其脫軌，相反的，應努力恢復聯合國大會早期所起到的關鍵作用，為聽取

成員國的聲音提供一個平台，新的聯合國大會必須能夠準確的反映地球上 70 多

億人的觀點。 

 

    國際談判應該由理性的參與者圍坐在談判桌前展開協商，達成互利的協

議。這被視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是人類脫離「依靠武力而不是

理性做決定」的原始世界標誌。隨著世界的「縮小」，對多邊外交的需求可能會

急劇增加，然而，多邊外交的開展也受到了許多固有問題的困擾，馬凱碩提出

了以下的解決方案： 

 

一、改變我們對世界秩序的看法 

 



我們得承認人類是生活在一個地球村裡，這不是隱喻而是實際意

義上的。因此，人類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性的，應對挑戰的是區域性的

各國政府。以應對全球變暖為例，各國必須合理的提高排放溫室氣體

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發達國家多付出一些，發展中國家少一些，但

所有國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美國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 5%，但汽油

消費量卻占世界的 25%，如果美國能將每加侖汽油價格提高 1 美元(即

使這樣仍比歐洲或新加坡便宜)，就能改變美國人的駕駛習慣，從而大

大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然而，沒有一位政治人物敢主張提升 1 美

元的油價來拯救世界，這相當於政治自殺。因為這些政治人物都是由

地方選民選舉出來的，他們是要為地方利益服務的，不是要拯救世

界，這就是問題的徵結所在。 

 

解決這個問題必需靠聯合國或者 20 國集團等這樣的全球性聯盟。

然而，這些組織實際上卻被少數強國控制，將自身利益置於全球利益

之上。但他們越是控制和扭曲這些機構，這些機構就被削弱得更嚴

重。這些組織或機構確實不完美，但在政治世界裡，改革現有體制比

創建新的體制容易得多。 

 

二、國際組織要由最有能力的人領導，且要提供必要的資源，提高其威

望。 

 

    在冷戰時代，美蘇二強就認定了一個軟弱和無力的聯合國領導

層，最有利於強國的利益。因此，美國決策者將所有的國際組織、條

約和法律都視為對美國權力的制約。然而現在時代不同了，如果美國

仍然堅持這些政策，那麼中國在崛起為一個大國的進程中阻礙就會減

少。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五常」就需要克服私慾，選出一個不但是

「秘書」還是「長官」的真正秘書長來領導聯合國。 

 

    國際組織要有資源才能應對許多領域日益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大

國應該給予這些組織必要的支持，同時讓這些組織對績效和資源的有

效利用負起責任。 

 

    最成功的組織必然是能夠召募到最優秀和最聰明人才的組織。只

要國際組織能力提升、資源增多、士氣提振，當然能提高該組織在全

球的地位和威望。如此自然能吸引更有作為的年輕外交人員加入，當

然也會    大大提升這些組織的功能。 

 

    必需強調的是，不同的國際組織面臨著不同的問題，以適才適所



的原則來選擇領導人，一定要放棄霸占和控制的思維。只有在既有大

國和新興大國達成新的政治共識，即多邊外交需要被加強而非被削弱

時，改革才能落實，這還有賴主要國家和非國家實體的共同努力！ 

 

 

讀後感： 

    本書作者是印度裔的新加坡人，他觀察事物的角度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

發。因為我們熟悉的大都是西方媒體、白人角度的觀點，久了以後，看問題和

思維的角度也受到影響，因而陷於狹隘而不自知，不是否定自己就是掉入別人

的陷阱。 

    馬凱碩使用溫和不挑釁的方式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不同看法，我們不妨想

想是不是比自己看問題的角度更高更廣？所謂旁觀者清，以一個非白人、非中

國人來看世界局勢的變化，分析各方的盲點和失策，是不是會更清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