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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

■ 冯东兴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台湾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斗争。1950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就是这一系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新

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阐释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而

重要的意义。在联合国期间，代表团积极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有力控诉了美

国武力侵占台湾的事实，向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美国炒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揭露了美国试图推动“台湾中立化”的企图。由于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参加会议之时，抗美援朝正在进

行中，所以代表团还审慎应对了有些国家提出的“朝鲜停火建议”。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产

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使国际社会增强了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一切合法席位及确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外交人员也从这次

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开展国际交往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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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新中国

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

在联合国舞台上阐释关于台湾问题及联合国代

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

殊而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依据多种相关档案文

献资料，对此次新中国代表团的联合国之行进

行一些分析和研究阐述。

一、新中国代表团首次联合国之行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

苏两个大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

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我们党正确分析新

中国成立之际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立足实

际，着眼长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明确宣布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

边。与此同时，美国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竭

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在美国的支持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

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

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迅速介入其中，

而且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碍中国国家

统一，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试图

推动“台湾中立化”。围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及台湾问题，新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斗争，

多次致函联合国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

的合法性，要求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并

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破

坏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行径。新中国代表团的

首次联合国之行，正是这些外交斗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

对于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新中国一直

十分重视，并对此进行了积极谋划。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日，便发表政府

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1 月 15 日，

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

赖伊指出：“目前以代表中国人民名义参加联

合国组织并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所谓‘中国

国民政府代表团’已经变成了一小撮流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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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御用工具，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

格”，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

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

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1950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在率团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

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就争取新中国在

联合国代表权的斗争方式上与苏联取得共识：

由新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声明，否认台湾

国民党当局“代表”蒋廷黻继续为联合国安理

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在新中国发表声明后，

苏联将通过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迫使

蒋廷黻离开联合国安理会。1 月 8 日，周恩来再

次致电罗慕洛、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

要求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

表”。［2］周恩来致电后，苏联代表马立克配合

行动，很快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发言，支持中国

的声明，提案要求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安理

会的“代表”。［3］美国遂以程序问题为由，宣

称“蒋先生的全权证书仍然有效”［4］，拒绝新

中国的合理要求。马立克随即宣布，在开除台

湾国民党当局“代表”前，苏联将不参加联合

国安理会的工作。［5］1 月 19 日，周恩来进一步

致电罗慕洛、赖伊，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

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催

促联合国尽快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

［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37-538 页。　

［2］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221 页。　

［3］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的发言——支持 1

月 8 日周恩来外长声明并首次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提

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5-16 页。　

［4］《美国代表葛罗斯在安理会的发言——认为蒋帮代

表权证书有效并声明全权证书问题为程序问题》，《中

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9 页。　

［5］ 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的发言——声明在

开除国民党代表以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中

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35-36 页。　

然而，赖伊也按照美国的说辞进行敷衍塞责。［6］

结果，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介入其中，

同时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碍新中国

实现国家统一。为了掩饰其侵略意图，杜鲁门

政府开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先前立场，

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主张台湾的地

位应由对日和约或联合国决定，企图推动“台

湾中立化”“台湾问题国际化”。6 月 27 日，

就在派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当天，杜鲁

门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

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

的考虑”［7］。

美国侵犯中国邻国并阻挠中国统一的霸权

行为，激起了新中国的强烈抗议。6 月 28 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

表讲话，严厉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指出“美

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

坚决的反抗”［8］。同一天，周恩来代表新中国

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

理事实，表达中国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9］但

是，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为侵略者，武装

干涉朝鲜内战，还组建了由美国指挥的“联合

国军”，堂而皇之地打起“联合国军”旗号扩

大战争。

为了更好地在联合国舞台上批判美国在亚

洲的侵略行为，7 月 6 日，周恩来致电赖伊，

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周恩来首先

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在中、苏代表缺席情况下通

［6］ 参见《周恩来外长致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及联合国

秘书长赖伊电——通知我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首席

代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41-42 页。　

［7］《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武装侵略朝鲜和台湾的声

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90 页。　

［8］《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关于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 2 辑，第 91 页。　

［9］  参见《周恩来外长斥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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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是非法的，破坏了联

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继而明确指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

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开罗宣言、

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

这一公然侵略的行动却又一声不响，放弃自己

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策的

工具。”周恩来明确表示，“不管美国政府采

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

解放台湾”。［1］

8 月 1 日，马立克重回联合国安理会担任

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安理会中批判美国违反联

合国宪章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非法占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2］8 月 4 日，苏

联进一步提出提案，建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邀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3］8 月 20 日，

周恩来致电赖伊，申明支持苏联的提案，谴责

美国对中国台湾等远东地区的侵略行为，要求

“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需有四亿

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

加”［4］。

中、苏对美国侵略台湾行径的批判，令美

国感到被动。为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

在 8 月 25 日专门致信赖伊以向其施压，信中罔

顾历史，宣称美国的行动是“无偏袒的中立化

行动”，而台湾是“一块由于盟军在太平洋的

胜利而从日本手中接过来的领土。象其他这样

的土地一样，它的法律地位在国际上采取行动

决定它的前途之前是不能够确定的。中国政府

经盟国要求接受了该岛日本军队的投降，这就

［1］《周恩来外长为安理会 6 月 27 日通过非法决议致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109-110 页。　

［2］参见《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关于中国代表权的

发言》，《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21-122 页。　

［3］参见《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的提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24 页。　

［4］《周恩来外长为支持苏联代表 8 月 4 日在安理会的

提案致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中美关

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37-138 页。　

是现在中国人在那里的原因”。［5］怀着这样的

“别有用心”，美国一方面反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取代台湾国民党当局获得联合国各项代表权，

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拒绝新中国代表参加大

会，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台湾问题列入联合国大

会议程，希望借助大会实现“台湾问题国际化”

的 企 图。9 月 20 日， 美 国 国 务 卿 艾 奇 逊 在 五

届联大全体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言，表示“一

切有关各方有充分机会表示它们的意见，并且

都同意在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的时候不使用武

力”，建议“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件具有特别及

迫切重要性的问题列入议程”。艾奇逊还专门

向赖伊施压，重申杜鲁门 6 月 27 日声明中的观

点。［6］

针对美国排斥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并推动“台湾中立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

新中国进行了强烈抵制和坚决反对。8 月 26 日，

周恩来致电赖伊，要求联合国将台湾国民党当

局在联合国的非法代表开除，告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首席代表、

李一氓、周士第等为代表团成员，准备参加 9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9 月 16 日，

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杰伯及秘书长

赖伊，强调关于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案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7］在美

国的操纵下，五届联大通过了拒绝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表参加大会的非法决定。［8］但是，在苏

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在 9 月 29 日通

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

会会议，讨论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

［5］《美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为我指责美国武装侵略台

湾事致赖尹的信（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140-141 页。　

［6］《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五届联大全体会议上关于台

湾问题的演说（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173-174 页。　

［7］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8 年版，第 203-204、303-304 页。　

［8］参见《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五届联大拒绝我国代表参加的非法决定》，《中美关系

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8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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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1］

新中国代表受邀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斗争的重大成果，又

是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继续进行外交斗争的

重要开篇。对此，新中国高度重视，并进行了

细致周到的安排和准备。在考虑代表团的人选

时，周恩来首先想到了伍修权。伍修权虽然长

期在军队任职，但也有对外联络的经验，尤其

是精通俄语，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

谈判工作，便于在联合国内与苏联协同作战，

而且他先前在东北工作期间还有同美国人打交

道的经历。因此，在周恩来举荐伍修权为代表

团团长时，毛泽东也欣然同意。随行其余 8 人，

也经过了精挑细选。顾问乔冠华，先后留学日本、

德国，擅长撰写国际评论；龚普生曾在联合国

工作过，熟悉有关业务；安东、陈翘则是国际

问题和外事方面的专家；浦山是毕业于哈佛大

学的经济学博士；周砚外语、文采、口才一流；

孙彪、王乃静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过硬。10 月

23 日，周恩来致电赖伊，告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

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

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

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2］

为了确定代表团赴联合国后的行动方针和

斗争策略，周恩来提前组织代表团讨论，并由

乔冠华牵头起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稿，

经毛泽东、周恩来审议后备用。周恩来考虑细致，

连代表团出发的日期、行程路线及注意事项等

都一一作了交代。在为代表团饯行时，周恩来

为代表团鼓劲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任务

艰巨复杂，等于参加战斗，大家要齐心协力，

把这一仗打好，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

务。”［3］

［1］参见《安理会关于邀我参加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

案的决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162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416 页。

［3］   《伍修权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8 页。　

二、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外交斗争

1950 年 11 月 24 日，新中国代表团一行抵

达纽约。伍修权在机场庄严宣告：“本人奉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

控诉案，能够在安理会上得到公正的处理。”［4］

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展开直

接军事较量的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开辟的第二

战场。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新中国代表

团进行了复杂艰巨的斗争。

（一）有力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并要求恢复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新中国代表团 11 月 24 日刚到纽约，美国

代表就故意在当天下午的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

会会议上提议，撤销对新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

安理会的邀请。其理由是，新中国代表出席联

合国会议，暗含着承认新中国。美国的行为遭

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埃及等

国家也批评美国的提议。结果，会议表决否决

了美国的提案。不甘失败的美国又出损招，要

求当天就讨论中国的提案，企图让新中国代表

措手不及，此举又遭失败。［5］

为了配合新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 11 月 27 日召开的联合国

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

案，指责美国非法占领中国台湾及其领海，揭

露美国提出的所谓“福摩萨问题”是假借联合

国掩盖侵略台湾的本质，强调台湾的主权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干涉理由是站不

住脚的。联合国应采取行动，制止美国在中国

台湾的侵略行为。［6］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在这次

会议上亮相，虽然没有发言，但引起了广泛的

［4］《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纽约机场上的谈话》，《中

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271 页。　

［5］  参见《伍修权传》，第 153-154 页；《伍修权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1-192 页。　

［6］ 参见《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五届联大政委会上关于

“苏联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的演说及苏联提案》，《中

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272-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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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维辛斯基特意在中国代表入席时中断演

讲，向中国代表团致敬。［1］

11 月 28 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新

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借助有利的

时机，伍修权在安理会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

时的演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伍修权开门见

山，亮明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基本立场，并要

求安理会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武装干

涉朝鲜问题合并讨论。在具体的阐述中，伍修

权首先强调了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指出：“对

美国政府侵略台湾的控诉，本来是应该由作为

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来进行，但由于美国政府的

操纵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始终被拒

绝在联合国之外。”他强调：“联合国没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中国人民就没

有理由承认它的任何决议或决定”，再次要求

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接纳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其次，伍修权从历

史和国际法角度论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他追溯历史指出：“远在美国独立之前，

台湾就已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顾了日本侵台史和台湾人民的反抗，详细阐

明了中美英签署的《开罗宣言》关于台湾的规定，

分析美国政府前后立场的矛盾，揭批美国侵略

台湾的行径和意图。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批

判美国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中立

化”“侵略台湾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安全”等论调，

强调“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问题”，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是“美国政府长期

侵略我国，干涉我国内政，企图独霸中国的帝

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并指出，“朝鲜的内战

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的理由或借口”。接着，伍修权从更广阔的亚

洲区域视角，揭批美国在亚洲军事侵略活动的

特征，指出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不是一件

孤立的事情，它是美国加紧侵略、控制与奴役

朝鲜、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洲国家与人民

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伍修权

［1］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 192-193 页。　

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公开谴责

并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

行；二是立即采取措施，促使美国从台湾撤出

武装力量；三是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及其他

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

人民自己解决”。［2］

伍修权的演讲词长达两万余字，但是，联

合国安理会会场却一反常态，座无虚席，从头

至尾，全场鸦雀无声。在场的美国代表奥斯汀

非常尴尬，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蒋廷黻耷

拉着脑袋，手遮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演说一结束，许多人涌向伍修权等人热情握手

祝贺。［3］然而，针对中国强有力的控诉，美国

提出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推动联合国安

理会就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与其并案

讨论。美国代表奥斯汀首先编造新中国侵略朝

鲜的谎言，意图搅乱话题，混淆视听；接着在

台湾问题上强词狡辩，罔顾先前承认台湾是中

国一部分的历史文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

继而又建议安理会搁置讨论新中国提出的控诉

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把辩论议题限定在其主

导的朝鲜问题提案。［4］

为此，11 月 30 日，伍修权再次在联合国安

理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代表团此行

主旨是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而美国却一直

回避，反而试图转移话题。对于美国所谓的“中

国侵略朝鲜案”，中国绝不会参加讨论。“因

为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武装干

涉朝鲜的内政，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安全。”“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

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伍修权进一步要求

安理会制止美国侵略，保证亚洲及世界的和平

［2］《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武

装侵略台湾的演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289-308 页。　

［3］ 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 195-197 页。　

［4］ 参见《美国代表奥斯汀就“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演说（节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 2 辑，第 308-312、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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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1］

但是，美国竭力回避并设法把议题转向朝

鲜问题。12 月 7 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

多数票通过决议，将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

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随后在美国的操纵下，

联合国在 12 月 15 日作出决定，宣布联合国大

会不定期休会，在 12 月 8 日又通过决议，促使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也无限期休会。［2］

这变相剥夺了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继续发言

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权利。

（二）审慎应对一些国家提出的“朝鲜停

火建议”

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

之际，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正在进行直接的

军事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迅速击

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

行动，扭转了朝鲜战局。11 月 30 日，气急败

坏的杜鲁门甚至发出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威

胁。［3］而美国的狂妄失态，引起了国际社会对

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担忧。因此，以印度为代表

的一些国家试图借机居中调停中美对抗，推动

朝鲜停火。

早在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干涉朝鲜战争不

久，一些国家就担心新中国卷入其中导致战争

扩大化，试图推动苏联与美国合作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1950 年 7 月 13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分

别致电斯大林和艾奇逊，希望能够打破联合国

安理会僵局，主张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新中

国代表取得安理会席位，以便推动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4］8 月份，尼赫鲁又同缅甸、印尼、

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希望共同推

［1］《我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驳斥奥斯汀谰

言的演说》，《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315 页。　

［2］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 199 页。

［3］ 参见〔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472-473 页。　

［4］参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致斯大林及艾奇逊电——建

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

第 112-114 页。　

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5］10 月 7 日，美国无视

新中国的反复警告，“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并很快逼近中朝边境。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布

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

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印度等国

推动朝鲜停火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希望借助新

中国代表团联合国之行的有利时机推动朝鲜停

火。因此，在邀请新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

理会会议的投票中，这些国家采取了积极支持

的态度。

然而，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临时结合起

来的希望推动国际和平的一股力量，其中不仅

包括以印度为代表的亚非国家，而且包括追随

美国派兵参与朝鲜战争的英国、加拿大、菲律

宾等国。他们的调停意愿是伴随着战争扩大化

的危险而产生的，并且不能做到真正的中立。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他们并没有阻止，

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他们却开始担

心战争扩大化了。

关于代表团如何应对这些国家的停火建议，

周恩来在 12 月 3 日给代表团的指示中态度非常

明确，指明这是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

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周恩来要求

代表团应“集中力量准备政委会发言”，以便

再给美国“一个反击”，强调在和这些国家代

表的谈话中，要集中在美国侵华侵朝的事实上。

“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

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

停。”“凡言台湾问题目前不能解决者，你们

应抓住这点证明美帝侵朝侵台是一回事，并反

问美帝可以在侵朝同时侵台，为什么中国人民

在反对美国侵台同时不能志愿援朝。”周恩来

进一步指明：“我们要到处声明：任何与中国

有关的问题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不得中国

代表同意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而生的决议和办

法都将是无效的和非法的。”［6］

［5］参见 S. Gopal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p.331-332.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574-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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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联合国 13 个国家就朝鲜问题向

新中国发出呼吁，公开希望中朝军队不要越过

三八线。［1］对此，周恩来连续指示，强调代表

团的中心任务依然是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

对于瑞典、印度等国家的接触，周恩来结合朝

鲜半岛战局，认为“纯系侦察性质”，应采取

“他急我不急的态度”，面对印、英、瑞或者

赖伊等催问答复时，可分别告诉他们，我们希

望朝鲜战事迅速停止，但“我们急愿知道联合

国和美国对停战条件的意见”。“至于你们，

据我们所知，先生们既未受联合国委托，也未

受美国委托同任何人谈判停战条件。何况，英

国代表还和美、法、挪、厄、古等国代表一道

已经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

而这个提案正是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2］

周恩来告诉伍修权等人，在与印度等代表交谈

时，要强调“停战不是骗局”，“各国代表先

生们如愿真正结束朝鲜战争，就应如苏联代表

一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

其他”。［3］周恩来指出，“赖伊完全是美国侦探”，

“英帝要他对美帝略施压力，他都拒绝，故须

防他挑拨我与亚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4］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中国代表团质疑先停战

再谈判的观点，强调应先谈清楚有关问题后再

谈停战，指出这些国家的愿望虽好，“但事实

上是帮助美国，使其有喘息的时机，以便准备

新的进攻”［5］。

由于美国操纵联合国迟迟不再开会，新中

国代表团决定离开纽约。为利用好最后的时机，

再次揭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行为，代表团

准备在离开前召开记者招待会。12 月 14 日，周

恩来就招待记者谈话稿指示，集中揭批美国对

中国台湾的侵略，并就朝鲜问题强调，“坚持

［1］ 参见《联合国十三个亚非国家就朝鲜问题致我国政

府的呼吁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321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07-608 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36 页。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63 页。　

［5］《伍修权副部长出席安理会情况报告》（1950 年 1

月 10 日），外交部开放档案，档案号 113-00064-01。　

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

鲜问题的主张”［6］。12 月 16 日，记者招待会

在纽约召开，伍修权等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再

次公开揭批美国对中国台湾的侵略和对朝鲜的

军事干涉行动，谴责美国控制联合国故意拖延

开会、剥夺中国代表说话的机会，申明台湾是

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重申中国“坚

持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解

决朝鲜问题”［7］的主张。

三、新中国代表团首次联合国之行的影响

新中国代表团的首次联合国之行，产生了

重要的国际影响，不仅使国际社会深化了对新

中国的认识，而且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明确了

新中国关于联合国代表权及台湾地位问题的基

本立场，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一切合法席位及确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这一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首先，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对于新中国

代表权的积极争取，为新中国在联合国获得更

多外交支持，最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作了铺垫。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应该由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

国大会及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

国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逐出联合国。这

之所以在当时未能顺利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美

国的反对和阻挠。这既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孤

立、遏制政策的体现，也是美国介入国共内战、

侵入台湾海峡、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延续。为

了使得自己的行为看上去“合理合法”，美国

对干涉他国内政问题的侵略行为进行了华美的

语言包装，一时蒙蔽了一些国家。新中国代表

团抵达联合国后，不仅首次在联合国舞台上公

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

唯一合法代表，而且亮明了反侵略、反干涉内

政的严正态度，揭批了美国在台湾、朝鲜等问

题上的侵略本质，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新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42-643 页。　

［7］《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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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族独立国家中产生共鸣，为新中国争取了

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为之后新中国解决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作了铺垫。

代表团离开联合国后，新中国为恢复在联

合国的代表权和一切合法权利继续进行斗争。

伴随着国际力量的变化，尤其是新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和联合国内亚非拉成员国的增加，美

国要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越

来越困难。1971 年 10 月 25 日，在广大亚非拉

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突破美

国的阻挠，以 76 票对 35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

了第 2758 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其次，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关于台湾问

题是中国内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

郑重宣告，向国际社会明确了新中国处理台湾

问题的底线和原则。当时海外有人评论，1950

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无疑应该是伍修权将

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如此痛快的

指责，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

一次”［1］。新中国代表团离开纽约后不久，

1950 年 12 月 22 日， 在 答 复 联 合 国 有 关 决 议

时，周恩来再次强调，“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

台湾”［2］。从 1955 年到 1970 年间，在断断续

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

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中方立场坚定，强调台

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

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1971 年 5 月，周恩来在

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中，

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进一步明确美军必

须从台湾撤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等原则立

场。［3］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加之联

合国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迫使美国不得不正

视历史和现实，公开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1972 年 2 月，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表

［1］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95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4-66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88 页。　

［3］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8 页。　

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

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

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4］。1978 年 12 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

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国再次承认“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指出

在此范围内，美国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质疑。无论是新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对于美国侵略台湾

的集中控诉和对台湾问题立场的郑重宣告，还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解决台

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作出的其他多种努

力，都充分说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

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

能够实现！

最后，新中国代表团的这次联合国之行，

使新中国外交人员积累了开展国际交往的宝贵

经验。此次联合国之行使代表们认识到，国际

社会对新中国的成立非常关注。经过参加联合

国安理会的辩论，代表团对联合国的议事程序

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同时通过会外与不同国

家的接触，代表团也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及亚

非拉国家并非完全支持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尤

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存在一定的分歧。［6］

在代表团离开美国之后，新中国仍然关注并注

意分析这方面的动态，为制定国际统一战线的

外交战略提供依据。1951 年 1 月 23 日，周恩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总结志愿军入朝

第三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时指出：胜利“给

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造成了从来没有的混乱，使

其矛盾和分裂也因此而加深”。英国在追随美

［4］《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8 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

系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7 日。　

［6］参见《伍修权副部长出席安理会情况报告》（1950

年 1 月 10 日），外交部开放档案，档案号 113-0006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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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策上动摇，“它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两面派

态度，渐渐地要跟美国闹别扭”。“在东方，

靠近我们的还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

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还有阿拉伯及非洲

一部分国家都害怕战争，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

家对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表示中立。”［1］基于

这样的认识，新中国更加重视运用国际统一战

线的外交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拓展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41-143 页。

了外交活动的舞台，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朝鲜问

题中的中立国家地位和作用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为 20BSS026）

〔作者冯东兴，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河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开封

47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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