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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聯合國迎來了成立 75 周年紀念，但如今，人們覺得聯合國的前景

十分暗淡，已經很少人將聯合國看作「希望的燈塔」了。可是聯合國至今仍是

人類團結合作的唯一載體，要重振聯合國的影響力，需要更大規模的財政支

持，和對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進行更具容包性的改革。 

 

    地球上的 70 多億人生活在 193 個國家，如同生活在 193 條不同的船上，這

個過去的比喻是錯誤的。正確的概念是 70 多億人生活在同一條船上的 193 個獨

立的船艙裡。新冠疫情證實了這一點，正是因為這樣，疫情才能在短時間內從

地球的一端擴散到另一端。然而這艘巨輪存在一個重大的問題：雖然每個船艙

都由一個政府在管理，但整條船卻缺乏一個統一的治理機制。因此，對越來越

小且相互依存度又越來越高的地球村來說，聯合國其實就是那個不可或缺的組

織。 

 

    可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疫情高峰時期，也就是人類最需要合作抗疫

時，卻退出了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使世界貿易組織的運行陷

入了癱瘓。可以說服美國重新支持聯合國嗎？答案是肯定的。2003 年，當時美

國總統柯林頓曾在耶魯大學飽含智慧的有力演講中就指出了：如果美國能永遠

做世界老大，它就可以一直採取單邊行動。如果美國考慮到成為世界老二的可

能性，那麼創造一個「基於規則、伙伴關係和行為習慣」的世界，將符合美國

的長期利益。 

 

    聯合國大會是當前唯一能夠發揮全球議會功能的機構，但是，它需要不斷

進行自我革新，不能不思進取。中國作為新崛起的大國，又懷抱「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信念，可以為改革聯合國貢獻一份穩定的領導力。世界就像一個地球

村，是不是需要加強村委會的功能，以建立規則和規範成員，管理生存的空間

並應對日常挑戰？各成員國也可以在其中分享觀點、討論問題、達成妥恊、形

成共識。但遺憾的是，近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背道而馳。中國正可以通過與

歐盟、非洲聯盟、拉丁美洲、印度和東盟等合作，幫助聯合國重新振興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主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認為削弱

聯合國更有助於他們的利益，其實這種看法並不明智。以世衛組織為例，1970-

1971 年時，義務性會費占全部資金來源約 62%，但到 2017 年跌到了 18%，世衛



組織只能依賴自願捐款來支持運作。由於西方關注集中在生物醫學和個案疾

病，忽視社會醫學、流行病學，以致像新冠這種疫情就會傳播得很快。如今，

美國和歐盟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他們應該捫心自問，在過去幾十年

時間裡削減世衛組織資金的做法是否明智？ 

 

同樣的，聯合國安理會也需要改革。當初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賦予了大

國在安理會中的一票否決權，這在當時是明智的。一票否決權是設計給當時和

未來的大國而非昔日大國享有的。馬凱碩在《大融合》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

7-7-7 方案，即設立 7 個常任理事國、7 個半常任理事國和 7 個輪值理事國，由

美國、中國、歐盟、印度、巴西和一個非洲國家為常任理事國。 

 

    現在聯合國的財政問題也需要解決，歐盟不斷削減支付給聯合國的必要經

費，因為歐盟貢獻了聯合國預算的 30%以上，但對支出決策的投票權占比還不

到 15%；而美國削弱聯合國機構，則是因為這些機構限制了自己單方面的行動

能力。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宣稱其目標是強化聯合國的職能，包括

WTO。的確，歐美等已開發國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12%，卻提供了聯合國預

算的 50%以上，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50%以上，理應為聯合國提供更多資

金，這種情況的確該改變了。這正好為中國提供了機遇，中國要率先呼籲大幅

度的提高義務性會費占預算的比例，還要營造出一種氣氛，使大家意識到人類

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理論上，一些國際組織得以建立，並履行特定的職能、提供特定的產品，

從而造福的是全人類，而非服務於大國利益。馬凱碩在聯合國工作了 10 年，深

深體會到：頻繁的面對面交流，有助於增進來自世界各地代表之間的信任和理

解。如果聯合國各組織能在中國的大力支持下，定期召開會議，將會大大提高

成員之間彼此的信任，有了信任，人類就能夠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危機。到那

時，世界將會感謝中國為我們地球村，播下了建立信任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