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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探索政策变化的原因 1 

吉川纯惠 

（早稻田大学） 

 

摘要 

  2000 年以后，中国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投票行为、人员派遣、预算承担等方面加大了贡献力

度，从消极参与转为积极参与。1999 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中国为在国际纷争解决过程中维护联合国

的权威以及强化其系统，加强了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则把对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贡献当作在国际社会中承担作为大国责任的行为看待，积极地向国内外宣传这一举措。中国

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专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有利于在安全保障、

经济方面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也因此中国转变过去消极参与的态度，转而积极地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 

 

 

前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陆续加入各个国际组织。在邓小平“韬光养晦”（隐藏能力而积蓄实力：低姿

态外交）的方针之下，在国际组织中中国采取了学习欧美主导的国际规则、主动去适应的姿态。而中

国持续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之后，逐渐加强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对国际组织的方针政策决定产生着

巨大的影响。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为安理会）主要活动之一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下

简称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迄今为止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是同意原则、中立原则、自卫以

外不使用武力原则，而中国在此之上不断强调和主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之重要性，采

取了几乎不参与、不贡献的消极姿态。然而进入 2000 年代后，中国转变为积极参与的姿态，加大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力贡献和财力贡献。 

关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外交政策，既往研究重视国际组织对中国政策施加的影响，重点关注了中

国是否通过加盟国际组织而接受欧美的规则和价值、进而推行协调型的外交政策。2 关于中国的联合

国维和行动政策，既往研究也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接受了重视国际人权概念的结

果。3 中国学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则并改变认识的同时，联合国方面也推动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

革，两方面相互作用之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变得更加积极。4 进而有分析认为，中国不

                                                        
1 本论文是由此篇论文翻译并修改而成（原文：「中国の国連 PKO への積極的関与——政策転換の要因の探求」

『中国研究月報』第 69 巻第 4 号、2015 年 4 月、1-20 頁）。 
2 参见，Johnston, Alastair I. , Social States :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nteigne, Marc,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Kent, Ann,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Chen, Jing,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58), 2009, pp.157-173. 
4 Stähle, Stefan,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5, 2008, pp.63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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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只是接受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概念，在最近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地区展开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了规则的制定者。5 

上述的论述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然而，国家或个人为成为一个集团的组成成员需要取得必

要的规范和认识，这一“社会化”的过程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用这来解释 21 世纪最

初十年中国的政策转变是较为困难的。 

另外，仅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改变，就认定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伴随不小

的成本和牺牲的行动积极参与，是没有说服力的。联合国是重视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的集合体，多数

成员国会对照本国的利益、尽量结合本国利益而行动，这也是联合行动的基础。6 因此，对于上述的

论述还需补充一些现实主义的观点。 

本研究将分析中国在 2000 年之后转变策略，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的方

法、转变的背景和原因。本文参照先行研究的成果，在分析原因之时加入现实主义的观点。同时，联

合国维和行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本文将通过中国的官方文书和中国国内的言论探寻中国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认识的变化。第一章将就到 1999 年之前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极姿态，从中国

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和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进行论述。第二章将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

新设议案的投票行为、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工作人员派遣数量和预算承担比例方面的比较、为训练

工作人员而整顿国内制度、在和台湾问题有关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姿态的变化等方面，考察 2000 年

之后中国转向积极参与这一政策转变。第三章将主要从中国国内的言论探索政策转变的动机。 

 

第一章 1999 年之前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极姿态 

1. 消极参与的时期（1995 年之前）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世界各个纷争地域维护和平的手段，其任务和活动范围也在扩大。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主要是纷争当事人的同意（同意原则）、维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员活动的公平性

（中立原则）、不行使自卫以外的武力，被称为传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三原则。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纷争的和平解决”和第七章“有关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以及侵略行为的

行动”的中间性色彩，也被称为宪章“第六章半”的行动。冷战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内容是依据

联合国维和行动三原则的，也被称为“传统的维和行动”（或“第一代维和行动”）。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在朝鲜战争中和以美国为首的朝鲜联合国军队实际交战，将联合国维和

行动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进行批判，抱有敌视态度。7 1971 年 10 月，中国取代台湾的中华

民国取得联合国的代表权。1970 年代虽然在中东新设了三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但中国对所有议

案都投了弃权票，也没有分担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预算。8 

                                                        
5 Contessi, Nicola P., “Multilateralism, Intervention and Norm Contestation: China’s Stance on Darfur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Dialogue ,Vol.41, 2010, pp.323-344. 
6 神谷万丈「国连と安全保障」防卫大学校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安全保障学入门第 4 版』亜纪书房，2009 年，

第 284 页。参见，松田康博「中国の国连 PKO 政策 积极参与政策に転换した要因の分析」, 添谷芳秀编『现代

中国外交の六十年：変化と持続』庆应大学出版会,2011 年,第 283-305 页。増田雅之「中国の国連 PKO 政策と兵

部·部队派遣をめぐる文脈変迁：国际贡献·责任论の萌芽と政策展开」,『防卫研究所纪要』第 13 巻第 2 号、

2011 年、第 1-24 页。 
7 《联合国必须彻底改组》，《人民日报》，1965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的根本问题是要打破美国的控制》，《人民

日报》，1965 年 11 月 19 日。 
8 He, Yin,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Asia Paper, Swede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July 2007,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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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后，中国由邓小平掌握实权，采用了改革开放政策，陆续加盟国际组织，加深了和国

际社会的联系。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既有立场也放生了变化。1981 年 12 月，中国首次对关于扩

大塞浦路斯维和部队（UNIFICYP）的议案投了赞成票。9 1980 年代共新设三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任

务，中国均投了赞成票。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分担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预算。 

1984 年 10 月，驻联合国大使梁于藩发表了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七个原则。这七个原则为：①

中国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②一定要取得当事国的请求或者同意。③当事国协助联

合国维和行动争取早日解决问题。④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应该是明确的，任何国家和当事方都不应

该干涉他国的内政。⑤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限属于安理会。⑥经费要公平分担。⑦有必要采取措施，

制定强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指标。10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传统原则之上，中国政府明确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1988

年 12 月，中国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第 34 个委员国。11冷战时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虽

然大多是和中国所主张的参加原则基本一致的内容，然而 1948 年到 1988 年的 40 年间，只设置了 16

个任务，活动内容有限，并且这些任务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纷争的。 

冷战终结后，一直被认作国内问题的问题开始被看作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世界各地发生

了内战性的纷争。冷战终结的前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警察和非军人部门都扩大化，成为了“多功

能性维和行动”（或“第二代维和行动”）。多功能性维和行动的任务在监视停战、分离兵力等传统军事

功能外，扩充了选举运营和监视、重建统治机构等功能。工作人员方面，在既有的军事观察人员之

外，非军人的警察和各种专家等组成的非军工作人员的需要变大。从 1989 年到 1994 年，联合国维和

行动新设共 19 个任务，从目的和内容来看，19 个中传统维和行动有 7 个，多功能性维和行动有 10

个，另有两个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介入未缔结停战协议的纷争的“强制和平型维和行动”

（或“第三代维和行动”）。 

对于传统维和行动和多功能性维和行动的新设提案，中国一般并不会特别陈述意见并投上赞成

票。自 1989 年 11 月开始，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支援小组（UNTAG）派遣非军人士 20

名，之后开始派遣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人员，包括军事观察员和非军人士。12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天

安门事件使中国陷入国际上被孤立的局面，但一般认为，为打破孤立局面，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也

开始采取协调的态度。1992 年 2 月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成立，中国派遣了 47 名军事观察员和

400 名工兵部队。13 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而这一举措的

背景，则是中国和柬埔寨地理上距离近，政治上的联系也紧密，对柬埔寨的和平进程有重要影响。14 

强制和平型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非洲的索马里被执行。自

1991 年至 2001 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过程中，内战一直在进行，国际社会被迫作出应对。1993 年

6 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内战激化，安理会进行决议，在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的任

务中给予权限，获准采取包括进行新的武力行动的必要措施。15 联合国大使李肇星虽然投了赞成

                                                        
9 UN Doc. S/RES/495, 14 December 1981. 
10 《我代表赞成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人民日报》，1984 年 10 月 17 日。 
11 谢益顕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第 3 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年，第 352 页。 
12 《我代表在联大政治特委会上呼吁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 中国决定派员赴纳参加援助団》，《人民日

报》,1989 年 11 月 2 日。 
13 《我国军事工程大队先遣队启程赴柬埔寨》，《人民日报》，1992 年 4 月 17 日。 
14 Hirono, Miwa, “China's Charm Offensive and Peacekeeping: The Lessons of Cambodia – What Now for Sud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8(3), 2011, pp.328-343. 
15 UN Doc. S/RES/836, para.9, 4 Jun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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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但也表示担忧，称“虽然从人道主义投了赞成票，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授权行为可能将问题更

加复杂化，有可能对和平的努力带来不好的结果。因此中国不得不采取保留态度”。16 此外，对于非

洲的索马里，1993 年 3 月设置了第二次联合国索马里行动（UNOSOM 2），这次行动被赋予了强制权

限。17 中国代表虽然投了赞成票，但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授权只是依据特别状况的结果，不应

该成为今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先例”。18 

对于强制力增大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的开展，中国国内也相继产生争论，认为应该采取慎重态

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仁伟认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联合国成员国主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特

别是少数大国控制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来达到战略目的，我们应该要对此特别留意”，表现出较强的警

戒意识。19 在这一时期，中国只将几名军事观察员派遣至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对于工作人员的派

遣较为抑制。 

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强制和平任务失败后，1995 年 1 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和平纲领补

编》。联合国承认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扩大计划的失败和构想的操之过急后，联合国成员国对于联合国

维和行动越发失望。同年 9 月，钱其琛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中发表了中国的新联合国维和行动五原

则。新五原则为，①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主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②通

过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应轻易采用强制手段。③不能容许个别国家在联合国的名义之下进行军事干

涉。④联合国维和行动行动应该首先取得当事国的同意，除了自卫之外不使用武力。⑤条件不成熟的

时候不应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20 上述五条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重新强调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应该重

返冷战时期传统维和行动基本原则的立场。 

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中国开始渐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然而工作人员的派遣较少，财政方面

的贡献也是最低限度。中国虽然一直强调自身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原则，但几乎没有自己主动去参与解

决国际纷争。 

 

2. 科索沃纷争的应对（1990 年代末） 

尽管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愈发失望，但由于在世界各地仍然继续发生纷争，联合国仍然需

要对此有新的应对。1995 年到 1999 年间，共新设 15 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其中 7 个是和前南斯

拉夫的分离和独立相关的。中国对这 7 个中的 6 个任务投了赞成票（然而其中有 3 个是批判了行动的

内容并采取保留态度的），对 1 个投了弃权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对如何涉入前南斯拉夫内战而

言，主张不干涉内政而消极参与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而法国、应该、美国则主张积极参与。 

1995 年 3 月，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UNCRO）和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

（UNPREDEP）两个联合国维和行动设立之时，联合国大使王学贤尽管投了赞成票，但批判了任务的

内容，称“对于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用强制行动、维持和平行动中使用武力，中国代表采取保

留意见”。21 1966 年 1 月，联合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任务（UNMIBH）设立之时，联合国大使

                                                        
16 《安理会批准保护波黒安全区我代表指出该临时措施不能替代和平计划》，《人民日报》，1993 年 6 月 6 日。 
17 UN Doc. S/RES/814, para.5; UN Doc. S/25354, para.58, 3 Mar 1993. 
18《安理会决定拡大驻索部队任务我代表指出最终依靠索人民解决问题》，《人民日报》，1993 年 3 月 28 日。 
19 黄仁伟：《冷戦后连合国维和机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 4 期，

1995 年，第 66-74 页。 
20 《銭其琛在第五十届联大表示讲座就维持联合国宪章，维护行动原则，核不拡散，和平与发展等问题提述中

国政府立场》，《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28 日。 
21 UN Doc. S/PV.3512, 31 March 1995,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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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华孙虽然投了赞成票，也表明了不满，“按照目前情况，没有必要授权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国对

于决议的草案采取保留意见”。22 

科索沃纷争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军队在没有取得安理会授权的

情况下实施了空中轰炸。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自治州中，多数派的阿尔巴尼亚系住民和少数派的塞尔

维亚系住民间有严重的对立，1999 年 2 月和平谈判破裂。同年 3 月 24 日开始，北约军队认为在科索

沃人道危机加深，开始对包括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全境的军事目标以及经济基础设施实施空中轰炸。轰

炸之后的 3 月 26 日，俄罗斯提出安理会决议案，认为应该停止轰炸。然而赞成票只有 3 票（俄罗

斯、中国、纳米比亚），反对派则有 12 票，以巨大差距被否决。中国虽然一直主张安理会授权是必要

的 23 ，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约军队实施轰炸。 

同年 5 月，北约军队“误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并造成 3 人死亡。中国认为这是有意图的

攻击，强烈抗议。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行为强烈指责，“强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

内政干涉。中国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的基础，维持国家主权和安全”。24 同年 6 月，联合国

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设立，联合国大使沈国放投了弃权票，一改一直以来的作风--

持有保留意见的赞成票。弃权理由则称，“应限制使用援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25 

中国的指责不仅仅停留在对北约军事行动的批判，进而发展为对联合国权威丧失的担忧。北京大

学的叶自成认为，北约的空袭是对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内政不干涉原则的严重挑战，极大地伤害了联

合国的威信。26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钱文荣则提到了联合国以外的国际组织和地域机构来承

担解决世界上的纷争的可能性，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力量。27 

1990 年代后期，围绕联合国要在何种程度上涉入前南斯拉夫的纷争解决问题，安理会意见不

一。最终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外，北约主导了军事行动。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

国来说，在解决国际纷争之时由联合国承担主要角色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章 2000 年以后向积极参与的转变 

1. 投票行为 

2000 年 3 月，加利后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设立了“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小组”，同

年 8 月发表了《卜拉希米报告》，内容主要是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革。报告书确认了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为同意原则、公平原则、除自卫以外不使用武力，同时提倡加强自卫能力。

此外还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处理内战型纷争时，将和平维持行动和对和平的构造进行一体化

的工作不可或缺。28 《卜拉希米报告》发表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再次活跃起来，行动的内容也

发生了变化。报告发表之后设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几乎包含了防止纷争再发生的军事性措施和为

构建和平的广范围非军事行动。这些联合国维和行动都被授权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得以为了任务

施行、保护工作人员和当地人而使用武力（也被称为“第四代维和行动”）。 

                                                        
22 UN Doc. S/PV.3619, 15 January 1996. 
23 UN Doc. S/PV.3989, 26 March 1999. UN Press Release, SC/6659. 
24 《严厉谴责以国为首的北约袭撃中国大使馆》，《人民日报》，1999 年 5 月 14 日。 
25 UN Doc. S/PV.4011, 10 June 1999. 
26 叶自成「北约新战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 3 期,1999 年,第 39-42 頁。 
27 銭文荣「联合国面临被辺縁化的危险」『国际问题研究』第 4 期,1999 年,第 9-10 頁。銭文荣「联合国向何儿

去」『国际经济评论』第 5 期,1999 年,第 39-42 頁。 
28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UN Doc. A/55/305-S/2000/809 ; henceforth, ‘Brahimi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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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总结了 1999 年 10 月到 2012 年 12 月中国对于新设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投票行为和工

作人员派遣的情况。科索沃纷争后的 1999 年秋天开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所有任务都投

了赞成票。1999 年 10 月 25 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新设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UNTAET）。
决议内容包括维持治安，实施人道性援助、援助设立公共服务和政府机构等等，这种建造国家的

援助是违反内政不干涉原则的。但中国投了赞成票，也没有陈述意见。 

在这之后，联合国维和行动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象牙海岸共和国、利比里亚、海地、布隆

迪、苏丹、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中非共和国和乍得、苏丹的阿卜耶伊地区、南苏丹共和

国、叙利亚等地，设立了新任务。2000 年以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基本上是被授权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的行动，但中国对全部行动投了赞成票。 
1990 年代之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议案中国时而投弃权票，时而投赞成票的同时附加了反

对意见。1999 年 10 月以后，中国对于和自己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参加原则相悖的任务也都投了赞

成票，并且不加以陈述反对意见。可以认为，在投票行为方面，中国明确了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姿态。 

 

表 1  联合国维和行动新设决议里中国的投票行为以及工作人员派遣 
（1999 年 10 月 25 日～2012 年 12 月） 

 名称 时间 地

域 

目的 联合

国宪

章七

章的

授权 

中国的投

票行为／

有无意见 

中国的工作

人员派遣

（派遣时

间） 

1 联合国东帝汶特

派团

（UNTAET） 

S/RES/1272 
1999.10-
2002.5 

亚

洲 

立法·行政·司法各个

方面的统治（从多国籍

军队 INTERFET 继承任

务。之后改编为

UNMISET） 

无 赞成 

（全会一

致） 

文警 49 名 
（2000.1-
2006.7） 

2 联合国刚果特派

团 
（MONUC） 

S/RES/1279
1999.11-
2010.7 

非

洲 

监督停战协定、人道援

助、确保派遣工作人员

的安全和移动的自由、

保护市民（2010 年 7 月

变为 MONUSCO）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116 名 
部队 2180 
（2001.4-
2010.6） 

3 联合国东帝汶援

助团

（UNMISET） 

S/RES/1410
2002.5-
2005.5 

亚

洲 

UNTAET 的后续 

维持治安、支援安全和

稳定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文警 49 名 
（2000。1-
2006.7） 

4 联合国科特迪瓦

特派团

（MINUCI） 

S/RES/1479
2003.9～至

今 

非

洲 

促进协议的实施、补足

法国军队和 ECOWAS
军的行动（2004.4 改编

为 UNOCI）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 

5 联合国利比里亚

特派团

（UNMIL） 

S/RES/1509
2003.9～至

今 

非

洲 

支援停战协定的履行、

保护文民、人道援助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98 名, 
部队 7812
名,文警 83
名 

6 联合国科特迪瓦

行动（UNOCI） 
S/RES/1528
2004.4～至

今 

非

洲 

MINUCI 的后续，监督

停战，解除武装，支援

和平进程的履行，支援

重新确立法律和秩序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58 名 
（2004.3-） 

7 联合国海地稳定

特派团

（MINUSTAH） 

S/RES/1542
2004.6～至

今 

中

美

洲 

支援临时政府和警察，

维持治安，人道支援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文警 916 名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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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联合国布隆迪行

动（ONUB） 
S/RES/1545
2004.6-
2006.12 

非

洲 

监督停战，解除武装和

动员，维持治安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6 名 
（2004.6-
2006.9） 

9 联合国苏丹特派

团（UMNMIS） 
S/RES/1590
2005.3-
2011.9 

非

洲 

支援和平协定的履行，

人权保护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135 名 
部队 3480
名，文警 47
名（2005.4-
2011.7） 

10 联合国东帝汶综

合特派团

（UNMIT） 

S/RES/1704
2006.8-
2012.12 

亚

洲 

维持治安，实施 2007 年

总统选举，训练军队 

无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15 名 
文警 30 名 
（2006.10-
2012.11） 

11 联合国非洲联盟

联合行动

（UNAMID） 

S/RES/1769
2007.7-至
今 

非

洲 

达尔富尔人道援助，监

督停战协定的履行，监

视边境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42 名 
部队 2205
名 

12 联合国中非共和

国和乍得特派团

（MINURCAT） 

S/RES/1778
2007.9-
2010.10 

非

洲 

EU 派遣部队（EUFOR）
和 PKO 合作维持治安和

保护文民，促进人权和

法律确立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 

13 联合国刚果稳定

特派团

（MONUSCO） 

S/RES/1925
2010.7-至
今 

非

洲 

MONUC 的后续维持治

安，支援政府规模是单

个最大的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47 名 
部队 1090
名 

14 联合国阿卜耶伊

临时维和部队

（UNISFA） 

S/RES/1990
2011.6-至
今 

非

洲 

阿卜耶伊是南北苏丹政

治的边境地区支援国内

难民维持治安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2 名 
（2011.7-
2011.10） 

15 联合国南苏丹共

和国行动

（UNMISS） 

S/RES/1996
2011.7-至
今 

非

洲 

维持刚独立的南苏丹的

治安以及整顿基础设施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13 名 
部队 676 名 
文警 14 名 
（2011.7-） 

16 联合国叙利亚监

督团

（UNSMIS） 

S/RES/2043
2012.4-
2012.8 

中

东 

监督叙利亚动乱所有当

事方的暴动停止由非武

装的军事人员构成 

授权 赞成 

（全会一

致） 

军監 9 名 

（2012.4-
2012.8）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Homepage, “Past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urrent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omepage, “Voting Record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报道弁公室《付录：中国军队参加连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状况》,《2013 中国的国防》,2013 年 4 月 16 日（总人数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人员派遣以及预算分担比率的增加 

本节将通过对比中国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探讨 2000 年之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的变

化。2000 年-2015 年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员派遣数量如图 1 所示。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中

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在安理会拥有一票否

决权，因此在联合国解决国际纷争方面有着很大的决定权和影响力。因此，本研究将这几个国家作为

比较的对象。 

进入 2000 年以来，联合国维和组织在非洲设置了大规模特派团，在 2004 年 12 月，全世界已经

有 17 个维和特派团驻扎，派遣人员数量达到了 64720 人，是 2003 年 12 月的 1.4 倍。29 中国也逐步

向非洲的维和特派团据点派遣解放军部队。解放军部队于 2003 年 4 月进驻刚果民主共和国，2003 年

12 月进驻利比里亚，2005 年以后大规模驻扎苏丹（参见表 1）。由此，中国在 2004 年、2005 年、

                                                        
2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issions detailed by country (2003,200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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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后，一直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维和人员派遣量最多的国家。本论文后面将会提到，2005

年左右开始，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完善人员训练设施，大规模派遣维和人员。 

图 2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分担比率排名表。联合国成员国除了联合国通常预算之外，还要负

担维和行动预算。一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享受减免待遇，在维和行动预

算当中的分担比率不到总体的 1%。30 2000 年以后，中国保持了经济增长，其在维和行动预算当中的

分担比率也在提升。2010-2012 年中国的分担比率为 3.93%，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

意大利，名列第七。但这样的分担比率仍然是享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减免待遇后的结果。在此之前中

国政府强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很低，虽然在逐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是仍然是被援

助国”，从而将减免待遇正当化。然而各国仍在不断批评中国的分担比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不对等。此

后，从 2013 年开始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当中的分担比率上升到了 6.64%，超过意大利，名列

第六。在对联合国的资金贡献方面，美国的资金支出仍然是最大的，但随着国力提升，中国的贡献比

率也逐步增大。 

各国对维和行动的贡献方式多种多样，先进国家承担了比较多的预算分担，然而重要人员派遣

数量较少，倾向于让本国人员担任特派团指挥官等重要职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派遣维和人员的

数量较多，而在维和行动预算中的分担比率较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拥有丰富的人才资

源，而且随着经济增长，中国有财力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中做出贡献。2005 年以后，这一趋向愈

发明显。 

联合国秘书长等联合国相关人员多次对中国进行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贡献有助于强化维和行

动。31 联合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表现在任命中国人担任特派团指挥官方面。2007 年 8 月，联合国任命

解放军少将赵京民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32 2011 年 2 月，联合国任命解

放军少将刘超担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33 此前中国的维和行动人员主要在后方负责

土木工程等工作，为维和部队做好医疗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赵京民和刘超两人被任命为指挥官，

表明中国维和部队的主要职责发生了变化。 

 

 

 

 

 

 

 

 

 

 

 

 

                                                        
30 Kim, Samuel S.,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68-69. 
31 《中国维和行动完成出色备受各界赞誉》，《人民日报》，2010 年 4 月 2 日。  
32 新华社《中国首次联合国维和部队高级指挥官赵京民少将》, 2007 年 9 月 8 日。 
33 UN Doc. SG/A/1276, 13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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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的数量（2000-2015 年）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 (Police, 

military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roops) 笔者制图 

 
图2  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分担比率         （単位：%） 

 2007年度 2010年度 2013年度 2016年度 

1 美国     26.0864 美国      27.1743 美国      28.3835 美国    28.5738 

2 日本     16.6240 日本      12.5300 日本      10.8330 中国     10.2879 

3 德国       8.5770 英国     8.1572 法国       7.2159 日本       9.6800 

4 英国       7.8757 德国       8.0180 德国       7.1410 德国      6.3890 

5 法国       7.4714 法国       7.5631 英国       6.6817 仏国     6.3109 

6 意大利     5.0790 意大利     4.9990 中国       6.6417 英国       5.7966 

7 中国       3.1624 中国       3.9390 意大利     4.4480 俄如斯     4.0107 

8 西班牙     2.9680 加拿大     3.2070 俄如斯     3.1454 意大利     3.7480 

9 加拿大     2.9770 西班牙    3.1770 加拿大     2.9840 加拿大     2.9210 

10 韓国      1.9557 韓国       2.2600 西班牙     2.9730 西班牙     2.4430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 (Police, 

military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roops`. UN Doc. A/C.5/66/14,13 January 2012,笔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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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和人员的大量派遣与国内制度的完善 

    如图 3 所示，中国从 2000 年开始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大量人员。人员派遣以人民解放军士兵

为中心。根据 2013 年国防白皮书，在 2012 年末，中国已经有 21440 名士兵和 1485 名军事观察员参

与国联合国维和行动。其中，2003 年 9 月至 2012 年年末，中国派遣至利比里亚的维和士兵多达 7812

名。34  

中国政府在大规模派遣维和人员之前，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比如新建人员训练设施。

2002 年 12 月，国防部为了管理维和派遣人员，专门设置了维和办公室。2003 年年末，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批准国防部设立维和中心，作为训练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军事机关。该维和中心于 2009 年 6 月在

北京怀柔区建成，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投资约 2 亿元，可以进行作战指挥模拟训练以及英语培训。

35 2009 年 11 月，在维和中心举办了大规模国际学术论坛，有联合国和欧盟等 6 个国际组织或地区组

织、21 国的政府或军队代表参加。36 由此中国军队开始利用维和中心举办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相关的

会议或者论坛。 

中国公安部在 2000 年之后，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虽然和士兵相比，公安部的派遣人员数量较

少，但是负责当地警察的督导和训练工作，在改善当地治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2000 年 1 月，公

安部首次向东帝汶派遣 15 名维和警察。此后，公安部向八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了维和警察，分

别是波黑、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科索沃、海地、苏丹、东帝汶、南苏丹。 

其中，公安部在 2004 年至 2010 年间向海地派遣了多达 1004 名维和警察，是上述八处特派团派

遣数量中最多的。37 海地与台湾建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无外交关系。2004 年，公安部首次向海

地派遣武装警察 125 名。武装警察拥有持枪权，可以在群众暴动时采取行动，也可以进行巡逻。这是

公安部派遣维和人员以来的一大进展，备受瞩目。 

公安部在派遣维和人员之前，已经在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内建设了维和

活动训练中心。训练中心达两万平方米，设有校舍、体育馆、训练场、泳池等训练设施。38 维和人

员在被派遣之前可以在训练中心学习必备知识和语言，以及接受旨在维持治安的技能训练。由此，中

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完善国内训练制度，为 2005 年左右开始的大规模维和人员派遣做好了准备。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報道弁公室，《2013 年中国的国防》，2013 年 4 月 16 日。 
35 《国防部维和中心挂牌加强维和人员培训》,《解放军报》，2009 年 6 月 26 日。 
36 中国国防部网页，《2009 年北京国际维和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23 日 
37 新华社，《中国首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启程赴任区区》，2013 年 10 月 22 日。 
38 新华社,《和平之剣这様铸成 中国维和警察培训选抜全记录》，201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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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的维和人员派遣数量（1990-2015 年）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omepage, “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 

(Police, military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roops)（各年12月31日）. 笔者制图 

 
4． 台湾问题 

对于牵涉到台湾问题的维和行动，进入 2000 年以来中国采取的态度和 1990 年代有很大不同。中

国一直将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作为在国际社会上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依据。1990 年代后半叶，

对于在台湾邦交国设置或延长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议案，中国两次投了反对票。1997 年 1 月，对于

向瓜地马拉派遣军事观察员的议案，中国投反对票，该议案作废。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强调

“瓜地马拉政府邀请台湾当局参加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台湾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的重要内政问

题，不受他国干涉”，明确指出投弃权票的原因在于台湾问题。39 

1999 年 2 月，对于将驻扎在南斯拉夫马其顿的联合国预防性调度部队的驻留期限延长半年的议

案，中国投了反对票。当时马其顿刚刚和中国断交，和台湾建交。40 当时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秦华

                                                        
39 UN Doc. S/PV.3730, 10 January 1997. 
40 《中国中止马其顿的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99 年 2 月 10 日。2001 年 6 月，中国和马其顿再建立了外交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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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没有明言投反对票的具体理由。41 但是，很明显原

因在于台湾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中国的批判。此外，1998 年 11 月，对于将驻扎在

海地（台湾邦交国）的联合国警察部队驻留期限延长一年的议案，共有 13 个国家赞成最后通过，而

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了弃权票。42 

进入 2000 年之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2004 年 6 月，对于新设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议

案，中国投了赞成票，并且此后逐步派遣武警部队。43 这是中国第一次向未建交国派遣维和人员，

也是公安部第一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武警。对于向海地派遣维和人员，中国政府表明“这是在收

到联合国邀请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此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强调“这显示了中

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定的积极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44 

由于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显著提升，这是中国态度转变的背景之一。联合国

在非洲开展了多项维和行动，这对于台湾外交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和台湾建交的非洲各国，不

时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和台湾代表权有关的议案。45 但是，这些国家国力贫弱，2000 年以来开始接

受来自中国的大量援助，对华关系不断加深。2003 年利比里亚、2006 年乍得、2008 年马拉维分别和

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2013 年 11 月冈比亚通告和台湾断交。由此，截止 2014 年 9 月，台湾的邦

交国共有 22 个，其中只有 3 个是非洲国家，分别是斯威士兰、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46 

其中，2004 年中国与利比里亚建交之后，向该国派遣大规模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经济援助。中国

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强调这是“为了实现利比里亚的和平”47 ，但仍然能看出和台湾问题相关的中国外

交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依然很重要。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日趋明显，与台

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对于 2000 年以后中国对牵涉到台湾问题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态度转变，中国维和民警训练中心的何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惩罚台湾的邦交

国，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中国有着更应实现和更为重要的目标”。48 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

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让有关议案搁浅或者作废并非良策。对于具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国，改善在国

际形象成为了更为重要的课题。 

 

第三章 探寻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 

至此，本研究已经从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投票、人员派遣、财政负担、国内制度改革、台湾问题

的应对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的态度。很明显看出，2000 年以后，中国一改之

前的消极态度，肯定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且开始积极参与。对于这一政策转变的背景和主要原因，中国

国内的看法可以总结如下。 

 

                                                        
41 UN Doc. S/PV.3982, 25 February 1999. 《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宣布中国反对驻马其顿维和部队延期》，《人民日

报》，1999 年 2 月 26 日。 
42 UN Doc. S/RES.1212, 25 November 1998. 
43 《中国“贝雷”走进西半球》，《人民日报》，2005 年 4 月 19 日。 
44 《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为国争光》，《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25 日。 
45 肖兰兰，孙暁风，刘大勇：《中国参与非洲维持行动的国际戦略利益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 28 巻第 10
期, 2007 年 10 月, 第 26 頁。 
46 中华民国外交部网页，《邦交国》。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网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亜大使在安理会利比里亜问题公开通报会上

的発言》，2004 年 6 月 3 日。 
48 Ibid., He, pp.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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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解决国际纷争维持联合国权威，强化联合国体系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科索沃纷争解决之际，以美国为

首的欧美各国，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允许北约军队进行轰炸。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拥有一定的特权，对于在国际纷争解决过程中，由北约而非联合国扮演主要角色的状况深感危

机。此后，中国为了维持联合国权威，强化联合国体系，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0 年 9 月的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对联合国权威的降低明确地表

示出危机感。“我们所面对的是未曾有过的挑战，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安全，

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此外江泽民主席还谈到“行使武力，利用人道主义对他国

内政进行干涉，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而且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但是

实际上是在指责科索沃战争之际北约的军事行动。此后，江主席还表示“在国际和平和安全保障方面

负主要责任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具体由以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征求当事国同意、保持中立、

除自卫意外禁止使用武器为原则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来实施”，强调联合国在解决国际纷争中的重要作

用.49 

当时，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峰会宣言的制定和协商，而且应中国的要求，峰会宣言当中加入了

如下内容：“依照联合国宪章，尊重各成员国的国家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禁止行使武力和武

力威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50 此后，胡锦涛主席也多次表示“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51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者们都意识到，为了解决国际争端，有必要强化联合

国体系。 

2000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改革后的维和特派团内容对于中国来说更易接受，这也促进了中

国的政策转换。2000 年 8 月公布的《卜拉希米报告》提出要加快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此后开展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特派团基本上都认可了由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授权的任务执行、旨在保护维和人员和

当地居民的武力行使。另一方面，武力行使的范围限定于执行任务、确保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支援人

员的自由移动、保护一般市民。这和 1990 年代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白纸委任性型武力行使迥然不

同。中国所主张的传统维和行动原则和联合国的现代维和行动仍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卜拉希米报

告》公布后的维和行动，比此前的和平强制型更易接受。因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一直支持联合国维和

行动改革。52 

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中也明确写到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2002 年国防部白皮书中提到“中国

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对《卜拉希米报告》的进展持积极态度”。53 2004 年国防白皮书写到“中

国继续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希望强化联合国的维和能力”。54 2005 年 6 月，中国外交部公布

《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其中具体详细地表明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积极态度。该

文件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维和行动遵守联合国宪章，依从中立原则和非自卫不得使用武力原则。在此

基础上，该文件表明，中国支持建立战略储备、成立维和民警待命安排，支持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

的合作。55 

                                                        
49 《在安理会首脳会议上的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7 日。 
50《江主席阐述关与安理会作用等问题的立场》，《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8 日。 
51 新华社，《胡锦涛在连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脳会议上的讲和》，2005 年 9 月 16 日。 
52 《我代表强调安理会作用不可替代》，《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29 日。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弁公室，《2002 年中国的国防》,2002 年 12 月 9 日。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弁公室，《2004 年中国的国防》,2004 年 12 月 27 日。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2005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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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在科索沃战争之际，对于联合国之外的组织干涉国际纷争的解决深感危机。中

国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有必要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也在 1990

年代进行反思，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从而保证维和行动的实效。中国支持一系列的联合国维和

行动改革，并且加强自身在人员和财政方面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希望由此恢复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

过程中的地位。 

 

 

2． 作为大国的能力和责任 

    中国保持了经济增长，在 2005 年左右成为了军事大国，能够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贡献。中国

拥有了派遣维和部队所需要的训练设施，以及相应的运营资金。另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被赋予的角色和责任有所不同，而

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经济大国之后，从 2005 年左右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了作为

大国的责任心，并且在国内外积极地树立了国家形象。 

   如果我们用以下思路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关于“责任”的论述，那么就离不开冷战后中国采取

的邓小平“韬光养晦”这一低调外交政策。然而，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中国国内有很多人认为“韬光养晦”政策已经过时，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扮演大国角

色。中国领导人于 2003 年提出要“和平崛起”（2004 年起改为“和平发展”），2005 年提出“和谐世界”

理念，都是“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履行责任”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外国也逐渐认识到，既然已经是大

国就应该在国际社会上承担相应的责任。2005 年 9 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将中国成为“有责任

的利益共同者”，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 

    关于国际社会上的中国的立场，2007 年 10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共产党十七大上表明“中国是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并且扮演建设性角色”。56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

一时期，是应该继续以发展中国家立场增强国力，还是应该在国际社会上履行责任，中国政府在这两

者之间徘徊不定。 

    但是，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应该履行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强。中国当时

已经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且赢得了一定的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将此作为“有责任心的大国”的体

现，进行宣传。关于大国在国际社会上履行职责的具体途径，没有明确的基准，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

李宝俊和徐正源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展现自己国家的责任履行。①和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

系；②在对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履行固有的职责；③全方面参与多边机制；④构筑与亚太各周边国家的

关系。57 特别是“有责任的大国”这一重要表述，在③全面参与多边机制当中，频繁地出现在政府正

式文件里。 

    中国外交部每年会发布一次《中国外交》白皮书。在白皮书中，“有责任的大国”这一关键词经常

出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表述当中，具体是“中国在亚洲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关系”这一部分内

容。表 2 总结了在《中国外交》白皮书中“责任”一词的出现背景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法。2000 年，白皮

书中首次出现了“有责任的大国”这一表述，其具体内容是回顾 1999 年的中国外交，提到“中国积极参

与国际事务，发挥有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在科索沃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进新

                                                        
56 胡锦涛：《高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关于连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15 日。 
57 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分的建构》，第 1 期，2006 年，第 49-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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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保障观念，推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58 从 2004 年开始，《中国外交》白皮书将“有责

任的大国”这一表述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当中的贡献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中国重视、支持、参与符合

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是有责任的大国的体现”。 

中国国防白皮书也在 2010 年提出“中国作为有责任的大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了积极贡

献，为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59 2008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还只是将中国称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到了 2010 年，就加上了“有责任的大国”这一表述。另外，《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在联合国等

国际机构或地区机构当中扮演积极角色时，也经常使用“有责任的大国”这一称呼。60 由此来看，

在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和《人民日报》当中，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常被描述成“有责任的大国”

的具体体现。 

随着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国维和行动，中国政府在国内也积极宣传维和行动，将此作为提升

共产党、军队、警察形象的手段。2010 年 1 月，有 8 名维和警察在海地大地震中牺牲，其葬礼在北

京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等 9 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都参加了葬礼，并且将追认 8 名牺牲的维和警察

为“国家英雄”，进行了广泛报道。61 另外，中国公安部投巨资制作了系列电视剧“中国维和警察”（共

35 集），塑造了维和警察为了维持战乱土地上的和平，不怕牺牲，勇敢克服困难的形象。2005 年，中

国正式派遣维和人员，此后，维和人员就不断地被塑造为国家英雄。62 

中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的贡献，是履行大国的责任的

象征。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希望对国际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恰恰达成了这样的外交目的。63 武警学院部队管理系的张慧玉表示，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是中国作为有责任大国的体现，为了中国国家利益，应该继续致力于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系。

64 

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持续增长，在军事上成为强国，从而具有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贡献的

财力和能力。从 2005 年左右开始，中国把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贡献作为履行大国责任的象

征，加以宣传。这也可以说是在回应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履行大国职责的声音。 

 

 

 

 

 

 

 

 

                                                        
58 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国外交 2000 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7-10 頁。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 年中国的国防》，2011 年 3 月 31 日。. 
60 如此，《积极的贡献 中国的维和行动成亮点》，《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军队维和彰显责任》，

《人民日报》，2010 年 4 月 2 日。 
61 《胡锦涛等送别海地地震遇难中国维和警察》，《人民日报》，2010 年 1 月 20 日。 
62 《中国「篮盔」，为世界和平添彩》，《人民日报》，2004 年 10 月 29 日。 
63 Zhongying, Pang, “China's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1), 2005, pp.87-104. 
64 张慧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论评》，《现代国际关系》，第 2 期，2009 年，第 51-57 页 
参见，Courtney J. Richardson,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 and the UN peacekeeping regim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8(3), 2011, pp.286-297. 赵磊,《维和舞台上，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报道》，2010 年 2
月，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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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外交》白皮书中的“责任”、“有责任的大国”表述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1998 年 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的多边事务 

1999 年 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发挥中国独特的作用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了有高度责任的态度 

2000 年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有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2001 年 多边外交取得了众多成果 

2002 年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2003 年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2004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005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006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007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愿景和形象。 

2008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009 年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略）体现了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2010 年 （无） 

2011 年 （无） 

2012 年 在“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内容中提及了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2012 年. 

 

3． 国内意见趋于一致 

   中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外交部同联合国总部以及相关部

委进行调整。实际的人事派遣由国防部和公安部负责。65 如果涉及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商务

部也会参与其中。一般认为，2000 年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交事务持续扩展，除了共产

党、国务院、解放军之外，企业、各地区、社会舆论也开始影响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此外，在维

和行动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内学者的意见以及社会舆论也逐渐发挥影响。 

关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共产党领导层不断在公开场合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解决国

际纷争的重要性。国防部当中也是肯定意见占多数，比如认为通过参与维和行动中国加深了和其他国

家的合作。国防部长自己也表明了军队参与维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66 另外，国防部还在完善人才

培养设施建设、召开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加深国际交流。67 公安部也在派遣

官员方面持积极态度，并且已经派遣过要员。68 此外，公安部还先于国防部，在 2000 年就已经开设

了大规模的人才训练中心。外交部要在相关部委之间进行复杂的调整，但是一直积极支持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此外，维和行动开展之后当地治安会逐步恢复，所以商务部也赞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65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166, 2009, pp.26-30. 
66 曹刚川：《铭记光栄歴史弘掲优良伝统忠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歴史使命 记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

年》,《求是》,第 14 期，2007 年，第 3-7 页。《梁光烈上将论述与时代同行的中国军事外交》,《解放军

报》,2008 年 12 月 23 日。 
67 新华网,《中国国防部弁办维和研究会》, 2009 年 11 月 20 日。 
68 新华网,《为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警察维和十年记》, 2010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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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不管是在安保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都有着

积极作用。国防大学的唐永胜认为，参与维和是中国进入国际安保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安保方面有着

重要意义。69 中国维和行动政策研究第一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赵磊指出，中国积极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利于提升解放军和警察的能力，有利于牵制台湾，有利于缓和中国威胁论，有

利于确保中国在海外的利益。70 在维和行动集中开展的非洲，中国派遣了重要官员，有利于确保资

源和市场，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71 被认为参与胡锦涛政权外交政策制定的北京大学王逸舟，认为

维和行动是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典型事例，指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是派遣维和人

员最多的国家，而且派遣人员具有很强的能力和很高的素质”，并且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称为

“创造性介入”，评价非常之高。72 

当然，参与维和行动就必须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而且有时还会有人员牺牲。另

外，还有一些慎重的意见认为，有关派遣维和人员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73 但是，这些偏向保守的

意见不占多数，而且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国内有识之士的观念已经逐渐一致，认为参与维和行动符合

中国的国家利益。从大的视角来看，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参与维和行动，是以低成本提升安保和经济

等诸多方面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 

 

结语 

截止到 1990 年代，中国多次强调维和行动除了要遵守三原则，还要确保尊重国家主权已经不干

涉内政等原则，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消极态度。2000 年以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发生

了重大转变。1990 年代以前，中国对于具有强制力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常投弃权票。但是，2000

年之后，对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使命，中国采取积极态度，对于相关议案一直投赞成票。大

规模派遣维和人员后的 2004 年，2005 年，以及 2009 年以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

人员最多的国家。在维和行动预算分担方面，中国此前一直享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减免待遇，但是随

着国力增强，预算分担不断提升。此外，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维和人员训练设施，完善相关

国内制度。在牵扯到台湾问题的维和行动方面，中国也转变了态度，比如在 2004 年，向与台湾建交

的海地派遣了武警部队。 

关于上述中国在 2000 年之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态度和政策的背景和原因，中国国

内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必要在解决国际纷争过程中

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且强化联合国体系。1999 年科索沃战争之际，欧美主导的北约部队在没有得到

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有必要强化联合国体系，并且此后确

实加强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第二，2005 年开始中国进一步在维和行动中做出贡献，向国内

外积极宣传“有责任的大国”的正面形象。随之经济不断增长，国内外都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上担

负起作为大国的相应责任，对此中国把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作为“有责任的大国”的具体体现加以宣传。

其背景在于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国力持续增强，有财力和余力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做出贡献。第

                                                        
69 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9 期，2002 年，第 39-44 页。 
70 赵磊：《建构和平 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九州出版社，2007 年，第 189-231 页。赵磊：《中国的国

际和平参与戦略》,《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第 3 期，2010 年，第 47-54 页。 
71 肖兰兰，孙暁风，刘大勇：《中国参与非洲维持行动的国际戦略利益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 28 巻第 10
期，2007 年，第 24-28 页。 
72 王逸舟：《中国维和应创造性介入》,《中国报道》, 第 2 期，2010 年，第 59 页。 
73 王新建：《渉外军事法律保障问题初歩研究》,《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第 23 巻第 1 期, 2010 年, 70-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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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有识之士观念逐步统一，认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从中

国国内来看，共产党领导层、相关部委、有识之士之中，积极意见占主流，认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有利于中国在安保、经济、国际社会等方面的形象提升，符合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从大的视角来看，

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是以低成本获得各方面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此之前，中国在国际机构采取“韬光养晦”这一低调外交方针，学习并且适应国际机构的规

则。2005 年左右，中国一跃成为经济大国，开始在国际机构中积极表现，勇于发声，扩大自身的影

响力，其外交姿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 2000 年之后增加在人员和财政方

面的贡献，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从中国国内的意见来看，今后中国还会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中国作为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拥有一定特权，今后会通过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在维和行动的安排和运

营方面加强自身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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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ĢȎˉL�Ģ~ˑƷ®-ǆ̩ƙƿ1Ş˩‘�¡˲2Υ(ώϹĂ!ƇͪŞ̳ªƗũȑą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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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ŧȑŢ9 ȉĺ/̳ªƗũʵ¡˲3Ďσȋƿ/̳ªAϏʵ¡˲Φ̓Şɍ̟ŝ4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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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ʓıϡĚʵɈϪ�òĳ!PȑϡĚʵɈόʾΌȩɍåȩţLƟĸ�ʚʝ9ʵ］ƨĭŶ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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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ȑȟI˨ �� ϮĢͳÀ̳ªʵȖ̓ȍ!c̅LƗȍ9Ğɑr9ɭuʵ(8�ͬ"1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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ɟɭĪΦ̓̌(˯ʪʵƤ͊Ư4ȘȌ͚ΗІɟAɓĢÀΟ�ɴòAÂ³ʨȄɭʵƷ®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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ɟɭν³ʨLɓ΅ʉȱ˥ʵƷ®4Ģɒ�ŽʛģÒ!Ȋ͔¸ʵʬɓβƿLġģʵʸˋÏ4͂

ʘÁœLΑɓ˲Ͳɓʵ1ÙɓÐͲ2͔¸!yȑĢ͔¸ŔȈΡ：9Ɵ÷̩ZʫƟĸώ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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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Ȼȷȝ2!ͦğˉ�ʫƫʬɓ4ŞPj̆ɯíŬ�;̟ȺŽμȶ¯ʵģȇǼƊ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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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Ç̩!ΥȑɐȊʳώʵ4̡ЀνĠ。ŭʵɓ˲ŧȑɴɟ4ńȰɴɟ÷j�¶ǭ�̐ǛЀν

ĠÇ̩。ϧʬɓʵͨ!θ?ÙɓÐͲΥˑĺ͍Ƀʵǹð̬ʘʵŲ：ŧ.t³ʨ4yȑ!eʮ

Іɟ3ɻɟĎɴɟ+ĺɓ˲̀ƿʵÖÐžåư}ȩʾʵͨ!+ĺɓ˲9Sƿj,ʵɓ΅ʉŶ

̆͆Ɛí¾ʬ!ńȰΥVʬɓõʮɴɟɓ˲�̊ʵͨ!θ?ŢÛɴɟɓ˲�ƇςʵEƿ4̡

1!ɴɟɓ˲ʵư}ɭςFɈĢ.Ȅ°Ť4�

�����;ɴɟɓ˲ÝȢʵȬ˦Ƚ�A(ŧȑ͆ʾ�ȑÐ\ʵɓ̗!P�	�ſˣŲʵŒâɓƆ

4ŒâɓƆƏĢɖϦĢ͆ļ̓Ů̪eÖÐžåϤƐʵŮ͉ʽĺ“ŷʵ9μŮÒʵɓ΅ʉʵȾ

Žɟ3ɖϦĺ“ŷÐμPϡģŻɓ΅ʉĎ¦̾óЃåɓ΅ʉʵɨɟɖɭAĳ!eɓƆă-ʵ

μ¶͆˔;ɔœɟ!țˀÐ\ĎĻɩɭæ4ʮP,ɭІġЃå«4ʬɓʵİÈjéŲ4Ďο

（4íŬβƿʵɓɾɚȳ˩åĘ!e��ſƐņ!ΥπŶ̆.¨έ‘�;ϽʬɓɓʉL4�

ĢΦ̓ÙɓÐͲŲ：AÂ!¤ŔƇƗοîʼƇǫȈƱĵɴɟɓ˲4yȑ!ʨŔƷ®ß/ɉʼ

ì4zPŒâɓƆɓʉģʵĺ“ŷ!AÂʵǷȵZ4ȑʙ（4ĺ“ŷĢʙʐ΅ʉȱ˥AÂ!

ϧ͊ī̥Ȇ¢Z4!;ɉĢȉʃZ49ǌ�LŴĺʵ΅σ4����ſjȩ!˶˓ǌ��^�ʬP

Q§˃˝ČΞȕÒʵŐē4�

����ȟȁ�̠ȗP����ſȐÀ͟ΡQ§˃˝!Ɨȍ!ɃoÐЄȍȜşϞƏβʵŮĮɓɌɈĢ



96 
 

Ə͞A94Ɨȍ!ĢƗģĆÀʧ̉ŮĮɓɌʵəĮ!¤əĮʬɓʮP9ľǼƊʵɓʉ�ǏǼ

˫͆ö�L4yȑ!Ɨȟȁ�̠P����ſ¨ɄÀ͟ʵȍ�!əĮ9Ŷ̆ɦʊLɓ4÷jʾ³

!9ľǼƊȞ̩ϗɇģȇǼƊǪΦʵƐí4̡ϗˊɓÝȢ͑ʵȘĺěϥĢP9ľǼƊĎģ

ȇǼƊ.̩ʼRξ‘Ď‘�!̡Υˑʨͷʵhͅº³ʨĢLǪΦ<Ϲ�ĚÏʵĺ“ŷ4�

ģȇǼƊρ͎̆ɯíŬĎʧį�Ǐʵ×Ͳ!9ľǼƊÁœΑÒĪĎϋȜƯʵȇτ!ΥF͜Ɉ

ȑǹēɓÝȢώϹʵ¡ω。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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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ŵʣȷ�ʲʄϰſ̓˱�

6əİɎɾĚnĨʌʧĹǧʿ��JJťǹnkĨ̆ЂĚȅƳʃ}ăǍ̏

íŰʌɇ΅ɧÖʃ7�

�

ŧϋ̋�Ȍ］�

��͚�Ϗǭäʚʯȕȟ͛�

�

3� ñǭÑΗ}͠ǹ͡8ȝǲ9��͚�͛͜���
ƀ��ȋ5�

3� ñI;͠ǹ͡åŵʣȳ��ʲʄ͒ſ�ː˱8əİmut_oanĨdʀĹǧʿ�,�ǹnd

ˌ͖aʙƪiǍˏăˠbɇÖʃcW<]9͜ʊȪȈƼ͜���
ƀ5 

.......................................�

�

ĬɽāȌbm͜Ƿ͝ȀʰɆΤȀɇ̷Ȁ̢ˆīb̑ʌ͜��ʌώϹvȀˡźʌʔƶ͜Υ

ūȀʧĹώϹʌȂ̮Ƨ5ȇ�ÊǹȔhnĨabɝs͉͜ƽ�͜nĨ͐:ʌʧĹώϹ̋͏{

g¾ź͜ă�͗͗ǎ̑5̲r͜ǹȔƇƏ˓ȞĘĆnĨ˻Ê̑Ȝ͜ǝÎĈ�͜½Ċ˙́Ě̃

Éʑ¾ʌʧĹώϹ5ƝƪȺʦƟčʌʚʯ˚Ċ�k}����ƀ
ȋīnĨɥåȼɗĂƋxʚ͗�

͜˛ȔIºȀīȺȶʚ͗�eí˾͝ǭʌĲ，eǬɾʌ͝ǭ͊5�

ʧĹώϹñȔūȀbʦĽȤʌʨ̍͜ȀhƘĿϵİʑ¾ʌ̑ĈώϹ5ĤȺ͜īĂƋʧĹ

ώϹʑ¾ʚ͗�ƺÎɳʑ¾I˄ʌȍ¬͜Ǽʝ¾ɒʌ̺ɬ͏ž̺́5�;ȔI̓˚sb͜Ċ

ȍvȀȔȶʚ͗�pÆ�ʌåŵʣȷɎ4}ɑƙM4͜�;bċɑŒʚʯ�Ċ͜À̘�ͅx

�̷Ɔâŷ��Ċsľ͜ĊȍvȀbċ͏ǧƆ̀̃ɖÊ�Ļ5͐ŞʧĹώϹ͜åŵʣȷǸȀ

̡ʃɑƙʙ͢˓ȞƇŞʌ�Ļ͜ĊȍvȀ͊ǧƆ4ɅϏĚŒ˚̘�}b̘ʌ�Ļ5Öʃˡź

žƀhnĨŒ˚ʌ�ƕʌsÌ͜ī̹ƚǹȔŒȠǑ¢�ʌ΅̼ǢǍČ͜=ÆxǹnkĨ�ə

ϯʏʌʚ͗�5�

Āľbċ̓˚Ȁɗʄϰſ͜À̘�Ȁ����ƀī�̷Ƹʳʌ̑ĈĬɽʧĹŒʚʯƽ͚˭ʫ

;Ĭɽʚʯƽ͛ʌÛƽϋ͜ĊȍvȀb�ɇǭŒʌMŝ5k��ƕŊ}īĬɽʚʯƽnĨʧ

ĹώϹĲĬ½ĊƋŰʚʯ5ȹȀĲ}k�ʌM4͜vūȀɑŒĚɇǭŒ�õØśx½Ċʚʯ

ʌͰϹ͜vʝśxʚ͗�¾ɒʌ̺ɬ5ĂƋʚ͗�ʌʏʌ͜ȹŉȔIȓŭƽ́1ǹnkĨȌ

¾əİʧĹɎɾʚ͗�2ƽʟ͜1Ĝ̢̉ƀȜīɎɾǲ͐ΦȻgŀʌnĨÅϛĬæɥɐ4ɍ

əɇɚȥ4š̺ÃäώϹ͜ǹnkĨŒ˚Ĳ}ćˡʌM4ūəİʧĹɎɾΦ˻ɠ¸ʌƯ͋�

ǡ͜ΥūȀĂƋʚ͗�ʌṕʏʌ52�

ƽʹʌɎɾbˤȀǏ¾}̀̃Ěʡ�͜�kˡíƑƸ̌bƯ͋ʌȕØ5hˁɾbͤɄ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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ʌͨ͜ȇŞǽɾ̃Ɏɾʌď@5ɎɾƕͲʌgȀǧƆʅeˢfʌǙØ͜˛ȀƽȌÖʍʑ¾˚

½Ċóh5Ɏɾȉ̆v˿˘ͥƸ1½Ɏ2Ě1×ĊɎɾ2͜�ȀʨīȇĿʌȀʐǘ¢ʃ˩ǭ

ØͤñȌʌƯƦ5ǧƆ4ɅϏĚŒȠʆ½ĊóhȹȀɎɾʌ˾ʨƑƌ5�

īǹȔ̆͜Ρ［��ƀʌ̆ɯ̩͗íŰȐČ̠͜Ȝx͖͢×¹ɽʧĹώϹĚĬæʡ�Ɏɾ

̺́Ƨʌʨŉ�ʌȍ�͜˛nĨº“¸×͐:ʗ�͈ʗ̆ɯơ̩íŰʌĊȍ͎́͜ƇŞćʦ

ώϹʌę̡sn5ȹĤ;nĨ̐ʌȀĚǹȔgĊʌ̰̖͜ĤȺ͜ŽȎǹȔʌ̆ЂˠĹŞnĨ

ȌƽĐʟ5ƺ˚ͭ͜ʨŉ�ɌȌŔʨč̒˦ˠɧΕǡʌǹȔ̋͏ă�ʫƚeʧĹí̜Ĩŝ͜

vȌ͎́čnĨŒGʌĬǲ5�

īʔΡẹȌ¾ʚ͗�ĂƋʏʌʌ˾̣sČ͜ă�ʔÎǹnkĨsϏʌ¾ˆƁ͏ȀǹȔ

ØǲččnĨǝ¤ʙ͢Ě̆Ђʌ͏Şʫ¾ˆ5ʑù͜ă�Ʊû×ſʽʔƗøǲ¾ˆʌʏµ5

Υv�ʨīȔIʌÛȶϹn5�nă�Ʊû×ī̃ÉnĨʧĹώϹe̓˚kʌĲȔƫƇ5�

˛ΥʦƫƇƁ͏håŵʣȷ͊ǧƆ4ɅϏĚŒ˚̘�}b̘ʌɵȾ̘�Ƿ¾5ĊȍvƁ

͏hɗʄϰſƽīĬɽʚʯƽƽǚÊʌ̕Œʧ4Ē˻Œ˚sľÖʍʑ¾˚ʌʚʯǷ¾5�

ȔIsƽ�ˠĹŔʨ̨¨ǽƶʑªvȀhΥʦƫƇȌ¾5͂ɯȔIȀƊʳīẹʚ͗�

ʌƸȢse͜�ȀƁ͏˱�}Ɩ͊ʮǭ͊ʌ5̀͜˛ȀīdƀsÅ̆ʅþŀí˾×ƑƸ˱�

ʌΡʭsn͜;ǲ¦bˤͯ˚ϑͯ˘ͥČʌƸȢ5ṕȀ;͘ȔIʔeògȀɑŒ�ĻÇ�

ʌM4͝ǭ͊͜Φ˻xÞŷ5īȺ͜č̲�ťǭʶ˘ͥƸǹͬʌƀΖʚʯ˚k�ÎʌàÜ˾

ʟƱ͵5ŉȢ͏́ǏÎȔIʌg̔ǏÎʌ̲ͨ͜ūȀȔǸɯInɵƯɢÞʌĬċˉƍĚğ̃

ͭǼ͜ŉȢˠĹĺÞȒʟȔIƽÏȠĬɬʌĬğʌͨūȇňx5�

ȔIťʚ͗�ƏŁģ�MŝʌpǻǐĔǦ×ģmpϹ�˕n͜Υʦ˙́Ė¹ʌŖǖv

ȒʟÎ̓˚ͦğťM4ÅŞuΰ×bˤ�Ļʌ˥˨ʃƝ5̲r͜ȔInƽɞöʌM4ÅŞȀ

�r͟f͐ȩǓȔIʌʶ̱Ŗǖ˭Ø�̅bf5�

īƄʶ̵Ï͜�̅xåŵʣȷȌ¾1ʁƫǭǼ2ĚnĨʧĹ©Ǐɑ«ǤʌÏȠ5͂ɯ͜

Υ�ÅŞŞ}ʚ͗�ȜͭƁ͏ƞϱʌ͜�Ȁ;͘ǹȔͯ˚x̃ʑ¾ƬÊ͜ȔI̺ǱΦ˻x̓

Ç5ƽʹʌ1ʁƫǭǼ2Ȁụ̈̀ÄϲˡɯʧĹʌ̆ɯíŰʌͤɖ͜1ʁƫǭǼƊ͞2īʨ�

nĨŻ̆Ƹ;ʧĹǧʿʌŜuþą5�

ʼb̵ÏʌȶϹ1ɇ΅ɧʌ¢ʃĚʁƫʧĹ2͜ṕãǌxģ˂͝ǭ5͔´Ȁɨ΄ŀŒ

nȘȹq�̅nĨȌ¾ǬĈɥɐəİˁɾ͚�B*:�E6*:9�16":�-6)!B	26B6�:$:B*͛ʌȰÊ͜

ÀȶȀå�ŀŒɻϷȌ¾1ʁƫ̈́�2ȰƢîƋí˚Ěʛĭ˚ͼ�ʌɑƙ͍śʌʨɶ5ʼd

˂Ȁɗʄϰſ�̅ɇÖȥʌƍΦ�ö̱ɇǧʿʽɇ΅ɧˁɾǧʿʌð̝͜ʼģ˂ȀЉ̋ŀŒ

ʌŠ̽ÏȠīnĨɇÖȥȰƢũȒŗ¹ƑƸ5�

ʼ|̵ÏʌȶϹ;1ˁɾ�ØĚØƇʌʝʳ2͜ṕãǌd˂͝ǭ5ʼb˂ȀȼɗŀŒ

ɻȷ@�̅əİˁɾ�ØǤ͑ʌƬÊ͜ʼ|˂Ȁɥå̆ɯŒ̈́ʌĄƠȭ�̅ɥåʓɇÖȥͲ

ǬnʌɑƙØƇʌƬÊ͜ʼd˂Ȁ˱�}ɥåʓˡɯ©ǏřĊʌȦʥȡɖǐxƏĬʌʨɶ5�

ʼd̵ÏʌȶϹ;1Ĝ̉ɇÖȥĚɇ΅ɧʌzʷ2͜ṕãǌd˂ǭ͝5ʼb˂Ȁǈȿ

ŀŒŇʄΦb�̅ǹȔʌȬ£͜Āľk˂Ï¿ȀɑƙMŝȖ˖ǾĚȖų¢�̅nĨʌbˤ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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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Ěɵ¿Ȭ£5�

ʼģ̵ÏʌȶϹ;1Öʍʑ¾ǲʌóhöÀ�ʃ2͜vȀʅd˂͝ǭ̀Ƹ5Ï¿Ȁåŵ

ʣȷƊ͙ŗġ»�óh͜ÖnŹ˪ŀŒʌ˲ÖɅƊ͙Ǥ͑Z4̈ȟ͜ɝɍŀŒʌϜ̀ɉ�̅

xłɥĖΞȘϊĈƁ̪ƸʌnƝĬæʌʧĹώϹ5�

̄ʶºȀ�̷ŀŒȯʄĚƎŞ�ČǹnkĨŒȠ�əʌȐȎ5�

ŉeÏȠ͜ͅxƄʶĚ̄ʶ̵Ï͜ȔI½Ȍçd˂͝ǭ̀Ƹ͜Àn͜ǹȔŒ˚āȌģċ

͜nĨǲ͐ʌ͝ǭºëǓxŀ̵Ï5Ⱥľ͜ʑŞ}ǹȔŒ˚ȇĿʌȀ�̅ư͝ƧÅŞ͜nĨ

Œ˚ʌ͝ǭͅxư͝ƧǭʶsľΤãǌȬÓÏȠ5ɵ¿Ȁʼ|̵ÏĚʼd̵Ïn͜nĨǲ͐

ʌȬ£ÏȠͅxŀŒŒ˚sľ͜Τãǌx�{ʧĹ©Ǐb˾ŷ�ʌřĊ�öīɑ̈́ŷ�ʌɑ

ƙ�Ļʽ5ʑªΥbɬvȹȀȔǭʌbŀsÌ͜ŞȺƇƏ̊·ň͡5�

ȔIƸÝǣ͊xgĊʳĤnĨ�ĻūʧĹ©ǏŔϚƬÊʌǐĔ5˛i͜Υ�ǐĔƁ͏¹

̵ȀƸÝʌȬ£͜˛i͘nĨǲ͐ʌóÞ�ĻȒÞ«ϾĬťŐīƘŀώϹʌŔϚƬÊ�̅Î

Ȝ͜ă�ͭvȀbʦƸÝ5ƽʹʌŒȠ�əʌ˓ˊvȹŉȺ˱5�

īȔInă�ʔ×̲��ɥɐĚɍəníʨnĨΙɰʌ̆ɯíŰƽŻȜʌͺ͐ƓĞ͜Ɓ

;̃ÉΥ�ώϹɱ˨ƝnĨʑ¾�Ļʌ̘Ɠ͜ʑªͯ˚kˡɯ˛ɯʌū�Ʊû×ī̃Éʧ

ĹώϹe͜gÏef͂͜ɯʡ��ØgĊ͜�Ȁīíˡ}�ƧΦ˻ǂǮʌƫƇǲ͐ɌȌgĊ

5ĤȺ͜īȺč̲�MόʚʯʧĹώϹĚʨ�nĨώϹʌMŝk�ö̲�ŽȎǙƋʨ�nĨ

�Øx̃nĨ�ʌͯ˚kǚˬȺ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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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ƫ˱6ɥéʓ̢�ǧɎĄʚʯ7�

������������������

�����������������̀é�÷��

͚5åŀŒ͛�

 
3� åȁ·ΗP͠ȋ͡8ȝɓĄʚʯ973͚3͛!2014 ſ 12 ș4 
3� åI;͠ȋ͡˶̋ɛƫ˱�6ɥéʓ̢�ǧɎĄʚʯ7ɊÿȈ̈́͜���� ƀ5 
'''''''''''''''''''''''''''''''''''''''�

�

˗ƺ�

���� Y1iȘ$�˖着͚ź ��� ĦYы ̡ĝiNþ4看ɡ7öǫ1情�5Ϡ对7˖着

͚źǀĮY^7İĄĩo情ʑȶ 0+ǖÞ*Ƿ̤�ċŁ7ÓĠ情Уh5ɃiÝoĊ�!

0ȳŒыħŦxĊ情ʰʑĔ;øȯɸɫ7iȧ¾'µŠ²ŝ!Țʭ情ƞwX˺Ϸȕы�

äʷ͓͎^情ǆǂ4看ɡÂwŁv7Ǉé情?>�ţ1iǱƍ͗Ƅtы² ˖着͚ź@

C ��� 0Y^情KċŁ(9ǣƟ$ƾĳ§h1i7çȯÅĝ情¶�ˀc9#ɯȲыɨ�Ħt情

1i7ȡ,�ȻeÑ͈Ư@¾+πȬ情;šhXȡ,�Ȼ�9ͼƓ7成ƣƍͼıŔ��Ȼ⽇7Ƅ

t̀jϻjdøы�

³iŔiN7有ʡͫ)ɜ˯ļi;情Ŝj,mA�Ƞ�ă7\ʦыX�2j3�̿àы

 1i情Ƴů3ʛ!qq˫Ň情²ċŁµ7iŔǭô�c Ê�7ыjw情�o1iK˃̄

Ɨǎƚ̳�ɵ7ğɵͼɐ͖ωi!ƣƍ情dēŔɨɵũ¨ȡ,ĤΔ7gʓ情øŗ¾4Εēċ

Ł7ÓĠ@ǖ7ĕĖŜj{̗ы�

 (r7Ǎǰ7情���� YMę7�ō ¾ǆ̰Ͱ½�1iċŁĵ7°Ģ那őǤ7ȩδ*情

3̧ȳ�0Ьĕ½Ľ7Íéы ʜ!7ǭɸ看ɡ�ˀņ=ņȴ情͝ ˢϓĢvɂ情iNĚƽ那

l�Ěƽ那Kǀl�79ʃŔɨ�M�Ër7ƞû情(o4看ɡ7ȉtuƍA�Ër7ěɏі

�5�ōʟƐ7ɹťʗ情� ±ʀ1ø ā�lā&iñȐ7@ǖ1G)�̕£̮�[情² 

�� ±ʀȹøu�äʷǭɸʝųMgoɘ7lƱ情̧ ͌À17Áĵdʿ³!Ǫ�Ģɇ*ɛʿÍы�

�

9那��ō7̱'�

� � � � �ōǱe5Ąÿß®ü只�ōǱ ��� Ơ⽤情è@ǟ5ξ 7 Ǵʰʑ情ƴ̇�2äɻ�˖

着͚źĉšŔiȹøɹťʗ7ȯɸɫы²Eĸ就͉ϝ �ō17Œɛú�Ɉǧ�ȯɸɫ7

˘г情BƀςΞǀ)ȡ,ɫ那œ.ɫ那�ĵɫ7ị́ыƭƺv情Eĸ¼0Ŗ7ǡÞe͌�ɹ

ťʗ �� ±ʀȹ�ˀ7ǇéǀĔḷȡ,oĊ7ƞûы�

� � � � ˑo�ō70Œ`情' 9Ƕōƾ1n)��͒)úŠŀcыK7³ȈȎƾĸ7�'

½Ľ情ħ¼1iǱƍ͗7Ɨǎ¨ğ�ḷȡ,只ƀÚ那ǲÎ�l⽤½ń7ēǡ¾4ƴǴ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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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ź7ÍéMm情ų˱͜�ō⼼̱ы�

�

�9ÿ��� ±ʀȹø7ɹťʗ只� �开� � ü⽤�

�9ÿШɛ�äʷɹťʗñƑ!ǟ+ɵŢ7̆下�¿7Aƕы� � üΙɛ(«̆下è@¨�

äȯ˂那ǑĂśΞ7qq˹ʣ情©8�ʯ̟那ήľ那ʔ¿śè那ɪe�´½ʙ8ũ˺情�;

ǨǙ�̩ˁĤˁĳƸƩ那¨ǑĂ�ˇǔńʇƃ7成ˁʜ̎⽇̆下只Kȗų在那˛ȴΩ5Łº⽤¨

oĊĪ˙ͳ/ã7YƎ̆下ͼɐv�7˩ʱы� � ü�ĺÿeK新IcÁ^äȯ˂¯o7成÷

˗4ȯ⽇5̿情˔ͯÀ1ơǂ成iʳ⽇7ɍΤǀɹť̆下ͼɐ7ƞûыè@ƋǘtǤĚƽ¦˟Ŋ

`7成ōǥ⽇只x多бōǥ⽤情¡ĪɹťʗŃȵ7成ˁʜ̎⽇̆下<K˱Çiʳ"cǀŃȵñĠ7

�Ɓ情Ȥ�ŖĪ2¢oŃȵ7ěɏ�ы�

� � � � äȯ˂�ȋ74ȯÑū¨ɹť̆下7ʙ8ɵ˺ƍA�qqΘΐ7�;情9ɱɝyĸ+5

�»7ʚ¿̝̀�ɹťʗы(ħ�KȁȔ那我Ń·那˰&Ŷ�5Łº7ɹťρƲXiÄ́ȵ

7成įķ⽇Ŕˋ�ȻыǢÅwƺ情�Kǆǂȩ�ȡ,ϟȞ>7ǱnĝiŔiN5°.情�;uÓ

)ÊĵŒ那"q̱ƈ7Ăʈěɏ情ñʢ͞ϙ7ͅŴµ情³ķˋē5ϜȢoǷ7ʺˋы (q成į

ķ⽇Ŕˋ�ȻKǀo¨àƣΜï那ΧȽʗñŃȵŤ͚7成ˁʜ̎⽇̆下�ķ7Ǎǰ7情ɹťʗñ

ʩ̬成įķ⽇那成įà⽇7iAĩo{̗ы�

� � � �  X�ý̖)ċŁ7ƲiA情̜À�¼Ů¤1i�,7ɹťͶ͚ź͗"7ƺŒ1情?

KmÓ)À¾ēƗc7̨þ情w(M2�ċŁͺm7ʒèiŔûɾʴGiȅɲʘ7iŔƗ�

Ǥыjw情ĹmŜʂ gƗcċŁĵ7(«"Ǧ ͵zɹť^情B�ũ[lā&iĩo^ɹ

ťpoǊ͋7,͗情ħȈŬġǭȡ,1ïȡ7ȉƁ˹ɢʉĞGȻы�

� � � � ͚ź͗"ũ[ʢ!įȢ成˿"⽇成чI⽇7ȓ�ɆƺſΥѐɥʁſ年79Ŋ情Kǀ1ŋŊ7ѐɗ

NчI年ġ>情¤K˨˓7Ϲ˝情�ˆ ɹťʗñ中G成įķ⽇7{ʚыȱjz< Mę7ϕù

1为Ç�ȡ,ϟȞŒ那Ŕˋ�Ȼ那͚ź�ċŁµʮ͛情²B�ŧǟlũ[ ȡ,*ȏĹ也̩

7ɆƺōĿġ>情ÆáΟ+ěɏ�ы²ƲXiA1ĥʹŷ0ʅNIɰ情Óz<˵˴7Ŕˋ�

Ȼwɑm7iAĩo情úŝ¸�8)ɹť79ʃŔɨ情̜ À�oȡ,�ķ7Κɯͼɐ7ɏû情

 äȯ˂7ÂЦ7情cƕ3͝ˢāêы�

� � � � ǝ9��情�� ±ʀȹø7ɹť情成ǽ�,⽇(9,͗7poXǈpΰы� � ü�̧ȳ7,͗情

èč�ő5�Ü� ̽ȷlā&iĩo1ǂ7Řˏ7ϵƗĢʊ^情K0ĮĎĈǦ˽5�Ⱥt

7ʐǪȺˈы�ō ˌ�,͗(9Ό�7�;űM情ɹť7,͗¨ȻnȌ7̈͗ǔô^情� 成Ĩ

�⽇成Ĩψ⽇�ψã他ʩ̬è@ǳ̫Ĩ,̯¢Átd̑vБ情ǢƧƈ了σ是'ȿ快t5po71

=ыĊà情�ĸBĂƇ情ɹť7,͗×Ù�ḷµȝʺ情Ǳ!9qΑŃ~ͪ情ħȩ�成ɻο>⽇

ɣ�gh7ȗʷ情øŗ47Ēćaķ±Ý7)$ы�

� � � � �� ±ʀȹø情ɹť´ƶmA�ϯΨ那这ш那ϔǐ�Ψƹ情ɨ0ŔɨM�AǞ7ʨ|m͊

͊öþ~εĨψы�Ȇ�0sx�ɻXʃ$ˀ7Ψ¹情og±m)ǅð7Ŕɨ¨*ɛ7,͗

9͘ǔńǌʇ^情%ȉtȺˈ情ǈþ�á¯ǻäȯ˂ǀϔǐ能̦ȏɩ7ǑĂы�

� � � �  (r7ȡ,ʓʦ7情ħK�ʖ51=Ŕˋ�Ȼ ɹťʗ得ɤ7�;情,͗Ţ�ïô成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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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țΟ+Ţ�7@ǖ1情1i�, ��
 Y˹o�϶Ⱦ发GȻыţɹťǽ�,ń7ϯǲ

,íȋ7(sGȻ情Ċ�9ĉ�ő5�,͗ɏûŔˋ�Ȼvɍы�

� � � � oĊ情Eĸ oŮ¤GȻ7ǽ�,ń79#eƋ他pΰ ȾƘ9Ö7Kμˁ͘5Ũ7ϯ

ć,7ȉt@ǖ那ȺˈÜ°Ê�ʎǵe͌^情mg�¯o,͗Ů¤GȻ7ǝ9#Ǎǰ情ħ(

�ϯ�那这ɟ那ϔǐ�ɴɀ7ȡ,ʤ¾�»¨ʩ̬ʆ±�ɺˀ7成ɻο>⽇´̷ô7ï}ы�

� � � �  �9ÿ7̧ȳ1情�ĸĴMȱjȆ$0̨þ�¼Ŕˋ�Ȼ͚ź7�θ°Ģ �� ±ʀȹ1

iȡ,7成įķ⽇那成įà⽇Ʃƈ情²3?¼成ɻο>⽇(#1iġǭ7±ÝƩ$Ê�>�ыƭƺv情

¨ÀȭŮ¨)成įķ⽇成įà⽇ĩo7Ŕɨ情� ¨ċŁŔˋ�ȻƍAǱΪ^ŕ¢成ƞ̅ǆʌɌ⽇情

�x>� őǤ)ɻX$ˀ7ǌ͟ȉŢ7情u¢Ĝ0¾Ψƹưt7AǞʨ|情¼woϭͷǀ

,͗成οȑˇŔ⽇7ĀĬƍAǱΪwŮ¨Gc7ы�

�

�®ÿ�� ѐḷȡ,ɶ˘7oɘ年只� � ü开� 
 ü⽤�

�®ÿ½Ľ7ͯ` �4ȯ˂¯�74ȯÑū¨ɹť7̆下那Ŕɨϰ�7ɶ˘v�7˩ʱ�

ыɹť7̆下¨äȯ˂ŉź7ɹťχϖ½ńÜ�%�l̷М情ÀɵŢv+̐š?Kɝ�ˣ¾

̆下�þ7χϖCɲы�

� � � � ÊÇ �� ±ʀ^情ɹťχϖȈȎǑĂ¨äȯ˂àśśΞ7ï}情 ʗñ¯�ļȒΤ̢ы²

ÀɍΤŰŰ¨ɹťʗñ7ǏĈŻɒ�ɶ˘Ǟ х和只x成Ŷʠʏǯ⽇Íé⽤ыKḷġǭɶ˘7

ˁȇĸ2ǯ7̆下<è@äȯ˂5ƟƧǂ说ơǂ7ΗɖɈ情þɹťχϖ̢ȷ情'ĖǑĂϰ¼

ɹť7ɶ˘ыè@ΗɖɈþl��ȯŨƛ7χϖ̢ȷ情?ʽ�oäȯ˂4ȯÑūºƄʺɖ7

4�ãы�

� � � � ¨Ċ�;情ɹť79ÿĕ下�r¼ŖĪġǭɶ˘7ǂÃMm情Ȅg�͏ǅýÓȈãǭ

ɸ(9ċŁĵÑū79�ы��� Y � Ûɑm7�ʖȮƂÒʚĭ8(9gǷǈ�º�ĵы�

� � � � ¨϶Ⱦ发GȻ9r情�ʖȮƂÒʚ�øK$��ìt1i成ƞ̡ƞ̅ǆ⽇ʌɌ7Åg情²�

ĸè@⼦ʇ7ƴǴ情ζͨ�ʙŰʰʑ1(r7ʧǷ情ĴM�9#47Ģ˝ыƻƺv情�ʖȮ

ƂÒʚÅg�y�7ɕǁ情ħŔɨ9�'ĖŖĪġǭɶ˘情wɹťχϖÆáK4ώm7ã˧

͍Kûoы�

� � � � ¥ϯ�KǀΣŚˎfàʗȋɀƂĳĲ̗^情¿Ƭš�ʖ7这Ŕɍ�ƅʲ情'Ėɹťχϖ

ɭėġǭɶ˘情³Ƃĳơ�5´˄ˏo9X7ĳŪы²Ċ;ɹťχϖ著Ǘљ9��ÆáͿɃ

ΣŚàĩ情9��ú�5�这Ŕā�Ƃĳ情w�ȈȎ ��� Yäȯ˂ĝ�7ѐïȡȟ,˧年只ł

�	 ò⽤K这Ŕ7ƅʲΆã5ţÊ��̽ȷы�

� � � � ţ�ġǭɶ˘7情żđèč 这;sέˇŔKƅ̥̊情w这ŔodēĊġǭ7χϖm

)Ǻ̙情´ƶП͂�χϖлÏ那iʳǀŃ,ы(9Òʚ7Ǎ^情3都ʢcoƽidē ɹť

ǳưǆͰʂ[ɹťρƦæ那ɬæġǭ7�ķ情Kǀo⽣k那⽣ǥ̤Ν�ķ79�ыĊà情3

!ƺŒȭȻnȌ7̈͗¼1G)�¯ʻǪϐ7�[ы�

� � � � ˑoȮƂÒʚ情ɹťʗ̆下<7ƞûMg�eĵы成ˁʜ̎⽇7E�̆下ºƅŞ 这Ŕ79

�情'ĖɹťχϖǃɃ̽ȷ7�;情þ̽ȷưt7�ĸƋʕυό情到 ³这Ŕ7�5¶§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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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āêÒʚыz<ú�ő�ȈȎ4ã˧7ûo情w�ő5这Ŕ7'Ė¨�oÖ!成⽇7µŎы�

� � � � wɹťΗɖɈ7ɖđKеj��7ƕÞƌƩ�cƕ7mȄы(º�9ÿĕ下ˣ¾äȯ

˂ȋÇ7ċŁĝÞ¨ǖɡ情úÆáKĊ$Ŗȇɶ˘ы�ĸĂƇ情̆下ͼɐ1Mgеʺ7oû

�Ņcġǭ7ɶ˘mA�oɘы�

� � � � ȮƂÒʚ1Ƃĳˡɦ7Ǎ^情3!c̆下<+å⼤[ɹťʗûo这7ŹÍéыÓ(

9¥ȿěɏ情��� YƂĳ{̗;情̆下<oιŹ7ǢÅĘ̻ɍϑ��ыƳů�ʖȮƂÒʚ7

ÿeʘŉûʵЮ�̆下情²ÒʚmA^成ˁʜ̎⽇̆下Æá³ʘŉ�ÿ¯fɹťχϖ情úJĻȋ

ɀÀ�ƒɲы�

� � � � äȯ˂K成ˁʜ̎⽇̆下72˶�5ưtÒʚĎʥ5ţĜΛ�Ą�̆下Łºы(3ºƅ成ˁ

ʜ̎⽇̆下ő5ȮƂÒʚÖ!成⽇7µŎ情ρĊ˙ͳɹťχϖ7�ąúŝ8)ȯ˂7ˌ�ыw

äȯ˂ŝ5À成Ǎō⽇情3++́ƹ�成ˁʜ̎⽇7ɵʲы�

� � � � ǝ9��情可̦吧ŉɖ�7ɹťʗΗɖɈ5ÂŭĄ̆下7ĜΛ¨天z4ŉɹťχϖƙ�

7˚Ź情wþäȯ˂ʞɖы可̦吧ɋ[÷˗*地17成кȯИŒ⽇情³ΗɖɈ7ʞɖȻ¶ʮ

ʤ7ȭ5ƞͤɹťИŒ7⽇ɖ⽇情J^ŝÓ)ĜΛыũ[4ȋÇ7ĝÞǀã˧̒Ȧʺɖ7成s

�̎⽇̆下情⾃ÂŁ成ˁʜ̎⽇情Łºɹť̆下Ş)�¨äȯ˂śΞ7�Ɛы�

� � � � äȯ˂Ȉãǭɸ74ȯÑū情 ̔ĭɹť7l�Ěƽeĵ7�;情3oɘ�Ŕɨ7ġǭ

ɶ˘情ħ�ˀƂĳˡɦĿ这ш;?þiN'Ė家ˇ7ĳƸƩыEĸ �®ÿШ��(9`^情

�bÿu³ƴ̇7ͯ`oƟ�oʤ¾Ψƹǀġǭɶ˘oɘ;7Ŕɨы�

�

�bÿ�� ѐ˖着͚ź¨ɻο>年只� � ü开�  ü⽤�

Eĸ �ō7s£ÿeĂƇ�¾4ʰʑȯɸɫ情̜À�Ŕɨĩoɫ7iȧ�Ȼыɨ�Ħ�

t情��� YŁK�7ʰʑ1情ŰŲ̋þ�¼ƨǩœ�Ȼ7°ŒMmϹ˝ĥʹɹť ñ7ļl

Ŕɨ7�oы�

� � � � oĊ情Eĸ7ʰʑÂλ�ũ[§;ɹťʗñ7ġ>那Ò͙那~ͪ那Υƺ那ͭΖ那у��情

è@ʤφ7 Ǵʰʑ情ͭƅŔɨ7±ÝƩ那ɶ˘ǀ˔ɨGȻ7 ƕыȢ�ġ>那Υƺ那ͭΖ

�´½ɫǸà情EĸBũ[� �� ±ʀȹøċʼņƩ̇ɹťȡ,7X�"那ƽi"Ʋ77îǒ

�情Æáx lȄgMŔɨ7ʓƕ情�bÿ?ʽ��ō7ˬ=ÿeы�

� � � � ɹťʗñ!9qŻ͙情ő51ŋŊ�成g±¨ˠ±7Ýǧ��͢⽇v;情ʂ 1ŋŊɍ�Ĩ

ȃ̯Å7ͱƁыǢ!(qŻɒ7ḷȡ,¥0s͈Ư2jΨƹ情Ŕɨøŗʆ±�Mg7ɻX

ŒƀςġɎ情§˹ɢ成įķ⽇71i�,¨,͗ʩ̬õɻ7成ɗNчI⽇ġ>^情ˑo成ч最⽇7

1ŋŊGcΥƺġ8ϋϋ̬̬ыƭƺv情 ɹťȡ,情1ŋŊ¨ɻX7$ˀ那ʆ±�7ɺˀ那

aķ±Ý7Mg�ïô 9G情Åg�*&o͙±7˱Ç情(9&3�ő5�ʆ±�ɋȋ7

ŔɨͭФwG7XIы�

� � � � ��
 Y(9ΥƺƀςʊɎ^情äȯ˂sČ¤Ăo,͗7ÂЦ情̈ 1i�,ô�7϶̆那

ȾƘ那发Ϛ9Ö7,͗Ĵ�GȻ情²¥ƟƧ�ǄwƔ�̽ȷыT9情϶Ⱦ发GȻ 0+ǖ

Þ*̷n�1i�,7ϾíbŔ�Ȼë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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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ĸ �ǿü·Ȃ�Ů¤GȻ7ϯǲ,Ũí分ǗƐ那ϯć,Ũíμˁ͘ļ2mƮ7у�ы

¶xKŰʰʑűM7情分ǗƐ7�ą1ĥʢ¯ǻçĝÅĝ那ǆǂǱni那Ąύ�̓�ā�v

ũ˺那©2ţvĒć�ºɛ情?K/M�ȕÓ)bŔ�Ȼ7ěɏы�

� � � � ǝ9��情�r�!˻�7μˁ͘7у��到ȣ+´λ˷情À1ȱj3ʢ!成1iϗ1i

"v1i⽇那成ĄƏƏ�̓⽇�Ö!Ŕˋ�ȻÐǋ7ʮÉ情²�;3��ɶ��GȻ1ǂ7ňŘ

ĸ?©87ǢÅżìĿ成±̾1Ŷ+̡̥vɵũ⽇情ú�@Þ˅c�Ǳnĝы�

� � � � μˁ͘�ą7+�5情ɹťʗͽľ͇9ȃǛ7ť多öA那ɺˀ成Ϙʆ�̓⽇那Ϝ͝˿最^情

ħĭΏA成8ˉˋ&I⽇çĝ7成+1Ŷ̡i⽇情3成̲Ē͑58�8¨⽇ыEĸő5情μɾ̉ ħ

³$ˀ74aķ±ÝŒŘ�˲情ί̾�ʩ̬ɻXŒ7Ŕ�~ͪ不ͧ~ͷ7�ãы�

� � � �  Ċȩδ*情Eĸƶ�bü^情�s �ǿüĂƇ�϶Ⱦ发GȻ7y�µыħ϶Ⱦ发G

Ȼɔ �ţ�,,đ˹ɢ情ţobŔ�Ȼ7ñĠ!9��Ģ7,͗ű͔情²3ĥʹ1ŋŊ成ɗ

NчI⽇ġ>(r7ɻXŒ情ÅgM成è@į⼈ʺ_zʵ�ɩ±Ý⽇7œ.ы�

� � � � �Ǖü1情Eĸȟ1ƴ̇�§;ƽi那X� ɹťʗñóȟ7成ͭΖ⽇ы�ʖȮƂÒʚ^情

ɹťļl7ͭΖǺ�情À1îÌ�成įķ⽇那成įà⽇那ɻX$ˀ那ɆƺoȐ¨GcúĬγŮ¤7

ñĠ情Eĸ¼1ͳțǍ^Ǟ cȻnȌ7̈͗那ϯć,那ϯǲ,那Kǀ1i�,7eƋǱ

Ê,ы�

� � � � (r7ͭΖţ�ǟǢЍoµ情ɹťχϖ7ɝʤ̼情²ͭΖƞw!�dȚыż˂7̼ɝ̐

šdãͿɃĊqЍoµƺŒ ɹťʗŐñġɎыEĸő5情ưtͭΖǺ�(qȡ,看ɡ�˭

�7Ü¥Ȣ�ϯ�那这ш那ϔǐ那4ȯȋɀ7Νʋ�¤那̆下7么н出Ėà情B! ��� Y �

ÛÄ̺国ÔŬċlŽ7¥ȿы�

� � � � §;Ä̺国Ô7Mg情�Ɂ 1i情ϗš�Ž˘Ȗñ-ɋm�"ȥĿ³͓͎7˞άы 

1i情2ȓK$-ő5国Ô7Mg�ňȐ7�要情äɻɹť³国Ô7Mg���ɻX$ˀ7

~ͪ那ș~8)ƀς7ʊƮы�

� � � � Eĸũ[ƽiͬ�ʖíc7zɉ情űMɹť4ƗǦ˽1¿�c9q/ã情ħő5Ä̺国

Ô7MgǷ̤cäʷ7͓͎¨ˉˋȗʷ7β˻ы�;BKȁȔ� ��� Y 	 Ûþͩ们Д&�ȭ

7成ħŦZ!这ш¨国Ô情¼KŰ7Ȇɫ$/�3�ȍeǢƧ�͚ź7òÕ⽇5̿情ĂƇ�Ä̺

国Ô7ýċoɹťȡ,Ö$7¾+ěɏы��� Y 	 Ûv^ͭΖ7Ǻ�情ƞͤ�Ψƹ那这ш那

¾Ν那Ä̺国Ô�0q¥ȿ7�[7情͚ź͗"͐cȡ,�»˹ɢGȻ7ˊáы�

� � � �  ȡ,Xˢ˜Ȑ7\ʦ7情äȯ˂� ��� Y 	 ÛʩƮ�ɪÑi!ĵȯ˹¨成̥ˋñЊ⽇7

tǂ情ţĊɋm�1ͻȯ˂¨ļl�ΗɖɈv�7͞ϙoǂ情ΗɖɈǀƣȯǥ70Įtđo

i,ÈƆ7�ƁĹºĎð情�*¨äȯ˂ee̬иvÑы�

� � � � ��� YY1v^情ɹŸ那ɹť�s͈Óϯ�那这ш那ϔǐ7͖̾情Ĩψ˻�情,͗íȋ

7GȻǊmыĊ˜Ȑ情KɹŸʗ4ƗǦ˽5�7�iȡ¨,͗tđ5�7ǱÊ,y+ȌÅ

łɢ� �� Û 
 X71ŋŊmoGȻыĊsGȻ¨϶Ⱦ发GȻ9r情¥Υƺw�ż˂̇t情J

^¯̘š �� Û �� Xɑm�ʉβGȻ情ţ4Ɨ那,͗那͚ź͗那ΗɖɈtđȺt7ЭƗ-Ϟ˂

ǭɸ�ɹŸʗ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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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Ƅ̹只ȾƘ"那�� Y%ŉǽ�,成Øȫ£⽇⽤Ü5ϯć,tđ那��� Y�5ǱÊ,7

ʫƜ ɹťsȄ,͗æ�情è@4Ɨ7͚źȌÅÅȵiȡǀe̎,͗Ą¶ȡtđ¤Çχȅȼ情

¨4Ɨ那χȅȼ17Ɨżȉt�ǹϟыͯ©̸ʉβGȻ7ŭê^情ʝí´ûÀĬγ74Ɨ那

χȅȼ7³Ǧ� �� Û �� X �ʖGȻы¥§XƩǓ)7XŚ那国Ô那ĘÔJƉ情EĸűMG

Ȼ!?6�ǘôXГwmG7ы�

� � � � �ʖGȻ^情ɹť-Ϟ˂tǂ情ͯƄ̹ŉ¶-Ϟ情Ü4Ɨį�˰�4ŉ˕-Ϟ情Üɹť

ΗɖɈɖ�可̦吧ŉŔȯÿ�ы²M¢,͗7ͯƄ̹§;Ɂ5®ß0ş7ƎY情ţ�À还ț

"cɵ情的2þ,͗tđϠmżì情ú+⼀ođ,͗情³ʗñ7Ɨǎ¼bƏ�šǚƏ情ɋm

�˾Ĉ�X�ʍƗǦżiƥ7{ıƗżv�7�ķыJ^情(«{ıƗżʝ�ÿɗƹ�ͯƄ

̹那˰�4情úƑǂ可̦吧54ŉ-Ϟы�

� � � �  可̦吧7íȋ7情¯��ĥʹ̞过m那Ģʊ,͗ ñ79ńǑ成��͚ź⽇7ɍΤыǝ9

��情��� Y ɹťʗñΨƹ那äȯ˂ŏēġǭɶ˘那&ǷʺÁ�0¾¥ȿ�[7情,͗ũ

[ȜΈɻX$ˀ7ȡ,�»\˗Ο+Ţ�情tŘ g�¼äʷ)Ŕi7ŤʷƭŁ情(3Ǣ!

̍̂7ΠƵġǭɶ˘ĩo7Ðǋы�

� � � � ¶x�ʖȮƂÒʚ�Ƿ̤7情¯�4ȯ7äȯ˂��ˣ¾ɹťŔɨ7ġǭɶ˘ы¶¥x

Ċ情Ŕɨ̨þ�´~ɻXŒ情øŗ9#4ȗʷ7MgwƋĪ,͗7GȻыţĊ?¬情ħĭä

ʷ͓͎情1ŶŔitǂ情²x}�ˣ¾ġǭɶ˘情K可̦吧5Ũ74ǭɸ|̰3a¹ ȡ,

ʶǂɵʲы�

�

�Ąÿ�� ѐŔiȹø7iŔǭô¨΄Ή年只� �� ü开� �� ü⽤�

ɹťʉĞGȻ7�'íȋ"ͯƄ̹那˰ �4´ƶ�ɗƹ^情v�ţz< Ƽøñ¼ � Ə"�

Οȍš 	 � Ə7³Ǧ�54ϵƗ8KĤƲ7$ы²ǎν7Ǻ�ĭ8ƗĶαΤt5ȷ͟ɹťʗɮ

ȯ79+¹éы�

� � � � 可̦吧 ũ[X�ʍƗǦżiƥ˾Ĉzi7ƗżʥĝƗǎ7�;情ÆáKĂĝЉι7�

ƁɔĤƗĶы²ιŹ7̤ót5�͕A̭ɠ7ƤǼ情'Ė˪ȢЉι7ȸīa{ы(uŜjl

ǔń)ΊƗǀ上ȚǦ˽ŗƯ7ȳŒ情ƗǎoĊºƅ�Ăʈƞo情ƗǎñÿsČȉtȯɸȌÅы

x¨ͯƄ̹那˰�4½ńȂċ74ƗƗż5�Ⱥt�成:iȌ⽇�ȯɸȌÅы�

� � � � 可̦吧Üųo:iȌ˦ÂʸĠ7ƕÞ情²˚ϫ想只ɹť"情ƲX;¤Ç�,⽤ʝƀ

ÎƗǎŸ*ˮ�ɹťʗvɂ情|³ɹťʗ7˽�9ɍΊšȞyƏbǠ"ыȱjĊɍ̴n�

ƗĶưt7ɮȯɯ¹7Íé情²ĎĈ7ĮƏǦ˽t5ʤ¾̌Ȑȡ,7˳̛ыǝ9��情,͗

³bŔ�Ȼ17成ŔA�Ȼ⽇¨成οȑˇŔ⽇(qġǭ7成āʪ�Ȼ⽇´ïô情usČ˹ɢ47GȻ情

��yĸ�)�9Gы�

� � � � � �� üŒɛ�1ŶŔi;øɹť7�ĵ情�5³Ŕɨǭôt5成iŔ⽇79Ǿ情ȯ˂ĝ�

�͚źʀƈX�ŊX情úè@͚źʀƈͱƁ$τ˔+ɨ情到 ȋÇ4ǫ7成ġǭ⽇ы²Eĸő5情

¨ ��� Yv� ɹťʗŐɍ�7ġǭŐ以会,´·情(qĎC�ΑŃµ74ǫͱƁ ȩ�ġ

ǭɶ˘¾4̰ǆḷȡ,7ηÖ�[��情oȡ,ǭô7ϧ̓�ǟ5!ǧ7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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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着͚ź^ȋÇ7ɖǥñЊĝ情ƿ�øŗ�9q?̔ÊiŔǭô74ǫȯɸĝÞы²Ć

ɍ@ǖ1情ʗñ!ɵŢ7"ùĿȌÅ7爱ĆcÕɐM�̚情ɋG�ǟÞ˜ȐыƳůK�,

5ȩδ7iŔ͗ Ćɍ1Â8ȷǜµ+ɧ情²Ĕ͗��{ɍ成ŔA�Ȼ⽇7̠Ĭ情ĭ8ĹÓɻX

Œěɏ7ŔɨJ͟ƃ7ƆðƬď情Ćɍ7ɧũ3ŝ8)ȡ,7ƀςƋĪы�

� � � � ȢĊvà情ɨ�Ħt情%ŉ+Øǭ7О±ϊ起ɮ�¨ʉ�情пɽi,7Ǟ 情ȩ�ɖǥ

ñЊĝ74看ɡ¨iŔǭô7̏ÆJĻ3ĵ5ɼěы¥Ċ情ȋɀäȯ˂͓ͨ7ɶ˘那看ɡ7

˜Ȑ¨Ŕɨ7�»那�ķ情 1ŶŔitǂ^3ŝ8KŭȢ情9ĉǞ �ɹťʗñ,͗īŢ

Ȱ+那ȯɸȡ,\ʦ˜С7ʓƕv1ы�

� � � � EĸűM情(qȯɸ那ȡ,\ʦ ɹťɋG�成ƗcƝųœ.7£⽇ыè@ɖ,ǆǂ看ɡ

7Ȥ�Ďɠ^情ɨ"t情ɹťʗ�øĜ�ϫ想那ͦAƫ�Ɨ"7ǭɸv7ы��

�

®那�½��ō7ƾŒ�

ɹť7˖着͚ź ͚źȯ͗{ɍ¯ǻ成çĝ⽇那成̅ǆȡ,⽇̠去77ċŁĵĩoàº�

7情 ɂ*ţʩ̬ɻXŒ7,͗Ⱥˈmo'ĖΠƵġǭɶ˘7Ŕɨ情ġǭ7Ŕɨ͆Ȑ7Ðǋ

ße̍̂ыK1i�,5�7͚ź͗"情ũ[ƞ͆(qġǭ7ŔɨȟÅĩo7əȪ�情Æ

áŤư1i那ǆǂŔiыjw情�5͆ȐȠЖ7Ŕɨ7ˊĖ只ΠƵġǭɶ˘⽤¨͚ź͗"7

ɓĖ只¼ȏ�*Á͚ɶ˘⽤v�!cȰ+7eВыw(9х和¶�1ŶŔi�øͮ�˜Ȑ7

Ü¥ы�

� � � � ͥƩ�ō˔ͯɹťʗ7̧ȳ情K*?>�¼ȯɸɫ7Ʃ`8M7̱ŒSы�ō¨½Ľ成ɳ

ʇïȡ⽇¨͚ź½ń7͠ǲ那e͌1iǱƍ͗¨ř́,½ń7ƨÃ来Kǀb͉Ϯ�"7ʰʑ情

ͭƅ�Ċ�9ĉ˳Ɋ ͚źȯ͗Ǎ^7Ŕ�ʉĞïȡǀ(«ïȡÅgM7ňʌµŔɨ±ÝƩ

¨GȻ7Œ°情5Ϸȕ1i͚ź7´½ʰʑ�M�ϧ̓ы�Ċà情�r� ���� YÍ±7ϒ˸Ϯ

Ǯ7E�情 ¾4̧Ė͚źȌÅ¨Ŕɨ7ĚĨ那Ŕ͙v�7½ń��Â8�a+ÊȄы��

� � � � ¨Ċ�;情�ō7Œɛ1�ͣɿƜ�ŅĹ�vĜыx ��� Y 	 Û7ƨXcÁ1情ɹť͚

źƗ̽ȷ成˒Ŕĩo⽇7gÃȾƘ那发Ϛ情¶��ō1,͗7¾'ȏȎl� ѕ�Y � ÛǱƍ͗

íȋ7ťβGȻ情�KΦȫ5Ũ7ϵÎǽ�,tđ5�mo7ѕ�YǬ̪Úíȋ7ɹťŋó

GȻ情¨ ��
 Y϶Ⱦ发GȻ�r-�K϶̆那ȾƘ那发Ϛ5Ȏ`情ţĊ?¬情�ōĴM7到

 ɓĖċŁĵ7͚źŢ�¨'ĖΠƵġǭ看ɡ7ŔɨʉĞv�7½ń情a!?63�rƪ[

�Ǳƍ͗7c̿ы�
                                                             
1	 ¾}ΊƨƭīɥéʌŴ̑öÀ̌Ɏ͜óϑķȔ²ʌʚʯ5ķȔ²͝6nĨc;[hĨŝƊ̆ḋ

e.ɥé����͢����ƀ7͜ȝ�ŀŒÎɳ�͜���	ƀ5�

��Ōɉ͝6̢�nĨd͑ęaʨşˍʡ.nĨ͑ędʡ�ʌʚʯ͚��
	��

͛7͜ɊÿȈ̈́͜��

��ƀ5͕ĵɁ͝6̢�nĨˮåɅ˺aˇȲ�7͜ɊÿȈ̈́͜2001ƀ5d̋ő͝6ɼ�nĨʨş

ˍʡʚʯ7͜ɊÿȈ̈́͜2013ƀ5nĨǲ͐Ȋ̢ʌʚʯƸȢ͜ăóϑ̴͌͝6ʨşʡ�hnĨ͑

ę7͜ĠÉìIϿ͜2010ƀ5	
3	 oʄőƟ͝6͑ęd°ʠ.nĨ½ʂ·ȩǋĬdǧɎâğaɅǵ7͜ɊÿȈ̈́͜����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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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Ĳ�ƿ�³ɹťʗñlā&i¨äƗ7ňɌºɛ5K成ňʌµ7ʆ±�Ȼ只0���5�15�

0-44��1�40⽤⽇5o�7Ŕɨ͆Ȑ¨KiN那l�ĚƽǀÀ个ˋ5ˬ=7ϵƗvňы�;Ĳ�ő

5情äȯ˂ ɹťɧũ7Ü¥ �情Ĕʗ7l�ĚƽǀÀNˋ ʾŔ¨�lâŔv�情Ŀ�

ːȡv�7Xčɕǁ1Ƣt�Ȋʉ7Ò�情Kǀ�ǲ¼ɹťʗÚŸÿЫЩw@̃ȵ7Ȉ̯1

ͻ7ĂʈǮþыx³;Ĳ�7ʰʑ¨�ō7ȳŒïôG$情û?Ȅsx77œƴы�

� � � � ā�lā&ivȐ7ɹťl�Ěƽ<情¥äȯ˂74ȯȯ˹wMgeĵ情ɵʲ͈)´o

上ʭ情ĭ8oäȯ˂7ΡʹÞɺǉыţĊ情,͗íȋ7ȩ�ʆ±�Ȼ7͆Ȑ�ÞȔG;情ä

ȯ˂7ǭɸ|̰3ŝn!Ɗ˄ʞ情ŏŀ%�͝Mɹťы�

� � � � ǝ9��情�ō1¨;Ĳ�7Œț�´ΎôvĜы;Ĳ�űM情ɹťK̆下5�ɭ个ˋ

5Đìơǂ7成Ȍʬ⽇�ϵƗ7¾'ȩδ情	ȌʬǷ̤7成l�Ɨcĵ只�2,���0���5�3�6�5�21⽤⽇t5

�̆下ɵ�Ο+79#¾'Ü¥ы¼(9`$>情�ō3û¼ȌʬMm情ńǭlŏ下ͼɐ

7Ɨcɵ�ȩδÊ�e͌ыjw情ō1ȱ0sŒǀȌʬ情²˖着͚ź�^ɹť7̆下ͼɐ那

4Ɨ那χȅȼ�äȯ˂7Ɨǎ情¨可̦吧ǭɸ77Ɨǎ那,͗ǀɹťļl7Ŕɨ¨Ȍʬeª

Ĝ�Ër7½ńB!ŗÊ9Ų7ĹÇe͌ы�

� � � � 成Ȍʬ⽇Ŀ成ŔȌ⽇(«Ŕ�2ɞȌÅ情 ɹťʗǀΫċ7ƀÚʗ那ǲÎʗ情K个ˋ5ĐìȺ

ˈG$7̨þßeȕEы
(«lƱ7!ɵŢ个ˋ情 ơǂ+ɶɄ2ɞ7ȌÅ�;情Bǆǂ成Ȗ⽇那

成ϛ⽇那成̮⽇�'͡Ȩ情[KoʞΓϭ那,͗那Àz个ˋĿÿƬ情;w̐š¨iNɵ�´o很ы

ƭƺv情ɹť7ŔɨǢ!KΑˋĐìXčȟÅ�ĭʄ�79�ы�

� � � �  ɹť7ÿeŔɨ¨,͗ǔô7@ǖ1情Ŕɨ¨Αˋ7½ńuĜ�Ër7ʓƕëы 0

s7ϯ�那这ш那ϔǐ7͖̾7情个ˋ7ηÖ�[Xˢ上ʭ情�ɣȋɀ,͗rƔlɚó�ɨ

07ŔɨіͲĿğ�个ˋ7Ɩ#2ɞȌÅ¤Ç�,͗і� œƴɹťʗ7Ŕɨ5ģ¤Ç,͗Ŀ

ΑŃïȡíȋ7GȻ;情Ŕɨ¨ΑŃ7½ń�9#dã˥ē7Œ`ы�

� � � � Ċà情¼Ȍʬ¨Ŕɨ7½ń$/情Ŕɨʙ!?6�ƞ看ɡ79�情3!?6ŖĪ看ɡ7
                                                             
4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

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	 ͅxŏϻÜsľ͜ʏ͙¶ƒvǏÎɦªīʐǘ͋ ¿áʌĊȍ͜vťę˿�;̺́ʌĻ¿̈́̊ɧ

5ʏ͙¶ƒ͝6Ĝ̌ÔȐĥˑdƸʳcAWB.ɦádɃ�a?Bdɦ̶˒dĵĈ7͜6͊Ñȝɓ

Œ7	�͜���ƀ��ȋ5ʏ͙¶ƒ͝6ĥˑaɦád―§cAWB.ɦ̶ĥˑaɦádĵĈ7͜6ư

ʙǪ˞ŀŒʚʯĴĔ7��͜���ƀ�ȋ5�

6	 ¾}Ƃ5ʓʌŘǵ`ˡɎę�`͑ęʌ¾ˆ͜óϑ�fʚʯ5˴̌ƒ͝6ĬİĄdb<dƃȝ̛

Ʌ̭â7͜ɸ—ʐȳː͝6nĨĨɅ͑ędʚʯ7͜�̷ŀŒ�ǭʧŒʚʯƽ͜����ƀ5̀é÷�

͝6nĨ͑ęa̙”.̢�ƃȝc;[h·`̙`ʡ�d―§7͜ƴƷ˗ĸŀŒÎɳ�͜����ƀ5

�ɉ̀ʓ;˙ţŞ̍ʌ˱�ʚʯ͜ăóϑ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7	 ʅʙ͢˅˩̌ɺʌę˿óÞùǄɣǧƆʌ̑@4ýw͜ƺȀùĽý‘ʌƬÊ͜īƁȑ·Ťʌʚʯ

nĿȌŰʨ5lȑ͓Ť͝6ǔ̙aˮåʡ�.̢�nĨc;[hɅ˺ùw7͜ʚǭÎɳ͜����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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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ы�5˖着͚ź1Ʒ�å7,͗情Ü�%�'�¼̽ȷlā&i7ϵƗǦ˽mȄw$情

(3x 7ƞͤ�Ŕɨ7y�µы ʙŰ7Ŕɨĩoɫ7ʰʑ1情ŰŰ½Ľưƞ9�Ŕɨ7

=°情oā�͆Ȑ9�Ŕɨ7ȟÅ�o³�h^Ƹ8Ľ�7Íéы�

� � � � o�è@0Œ`¾4Εē͚ź7�ō情�'Ė47Œ`?>�Ă"�¹ы²ƾĸ 2

t(9`7ȩδ*情΅�oʉĞĵ7l�ȡ,¨͚źȌÅv�½ń7½ĽMm情B�.�ɧ

ɷϏ7ÈŃEĸ情ûxģ³�ō7ȳŒ¨ɹť7个ˋĐì72ɞȌÅÊ�!|7ïôы�

�

ïž�

� � � � �ōKǀ ���� YMę7̵˼ʸ̋Ʌ7ѐŔ后ƞȐї1ŵ±Ý年1情ʪoŔɨĩoɫʰʑ

Ĝ�ǉʚºƅ�ʴˤы�²Ōc(«��7´ƶMę情ǄKǴ�Ŕɨĩoɫ̀j�Ȕŝκы�

� � � � ɭė��ḷ那;øǵɀΒЀ�YɄƁĵ7Ŕɨē`情(r7ʰʑ³t5ˍȺ1iċŁ

ɫ(9Ȱ̶áǰ;7¾'ʡ̰ы4Ŕɨĩoɫ ʴʋ(#ɲʘ��¶ƧÓøŗ情�ō¶��

ĢĔʰʑJ�ί7ŜȀōы�

                                                             
�ĉŭŢː͝6Ʌ˺ùwanˮjʆ.Ǳ?WnĨĄ®dȱ˃cf[B7͜ɊÿȈ̈́͜����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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ƾ� 时就·ɫE�

ѐċŁ1i7̆Ƞ�Ǥ快äɻŔȹǲť7l�Ěƽ¨ḷȡ,年�

 

’ɧͧ (κ 

�5\ĺō  

 
3� åȁ·ΗP͠ȋ͡8ĄŒ͍̈9123͚2͛!2014ſ2ș4 
3� åI;͠ȋ͡|̀`ù̽8̢�nĨd̶ĪƯ̊.ɣȓɅÔɉédīĬǏŦŲaĬİʡ

�9ʚǭÎɳ!2013ſ4 
'''''''''''''''''''''''''''''''''''''''�

 
nĨ̢�Ąʌʚʯn͜¾}̚�͑ęÚČ��j］ÔȐʌǧɎhʡ�͜ăͭȀͮĿÚ�̺

ɬ¾ɒʌϵİ5ÀñĤgľȀͪȍȐʌnĨ͜ȹĳ}č̢�ĨŝØƇΕĮʌ̺ŀð͑Ȑ5Ú

�kgaɒƯ×ɣǧƆʌʳŗǤ͑4͑ęɘʌŜuh̑@4Ʌ�̡ÊʌƋŰʽĿmŪ͐ʌώ

Ϲ͜vūnÖɅĨƸʳČʌĨŝƊ͞hʙ͢ÏŎʌǱƦƮΦ˻xɠ¸ʌǗ͗5�

ȩǓ˱˚ʌêĻ͝ǭ«Ǥ˛ƸʌȔI̡͜ʃ1HĪƯ͢2Υb͎̥̗̂͜ɉéżϊʡ�

ʌð̝͜Ȁb̵ƯğŞ��j］ÔȐʌnĨǝÎǱ͋̃ʌ¡�5�

͔´͜ūȔIʌÅŞ�bȰ́�̅5�

6Ƅʶ7ț£ɣȄʌǝÎxȔIʌώϹƯ͢5ɉéʌĬİĄʚʯnãȜ̺͎ʌȀ1˿ʫ;

żϊ͚ƺHϊ͛ʌ«ȘĠ4˝˰ʌŐī2͚ʼ�Ϯ͛5�˝ɮ}ɣȓˢɅĨÔƀΥbȍȐʌʚ

ʯʑŞ˔u͜Ǘ͗ʡ�ĩ4ǭäĩʌ�͐öÀɩð�ȌΘŀʌǈŰʰϏ5ȔIť1ĬǲʌØ

Ƈä2ś@;1īĬİʡ�nƍΦĨɅĨŝʌØƇ͜Ɓ˸¸ȕȟʌΡʭ2͚ʼ�Ϯ͛͜ŪÀ¾

ɒĬǲˡɎØƇʌš¸5˱˚�Ĭİʡ�ʌ͎ɬÎíǗ͗ĬǲȀƤȹǘûǱØƇʌ5Ċȍ͜

īƍ¸ʜĨp@öǭǼäΥ���͍˪ʌΡʭn͜Ʀ˙HĪƯ͢ôȀŉ�˿ƑĶʌ5ʅȺ͜

Ȝ͌ţΥ�ÁȌHĪƯ͢ʌp�͜îƏĬʌϵšϖŪ4ʙ͢ÏŎ5;x̜ƸΥȹʌʚʯͰϹ

͜˱˚Öʃƽʹ1HĪĄǯ2ʌĬǲƧǭɹΦ˻Ǘ͗5�

ʼb̵�6ĬǲʌØƇähĬİŞʳ7�

ʼbʶ6ɣȓʌįϊHˡɎhˡɎæ͞śώϹJ�ɉ̳̳űĬǲˡɎˀÆĳʌˁΜæİ;

nƝ7͜˝ɮɣȓƍ¸ˡɎØƇʌΡʭnˡɎæÒȀŉ�͞śʌ͜�öĜ̉ʗʆ’ʌÒś˛

ƍ̑ʌ˼z5˱˚ǏÎ͜Ş}ι̢çįľ�ʌ《ŰĬæ͜Ĝ̉ʗƇÒ¸įˡɎæƺȀHˡɎ

æ͜ŪÀŞǽƍíŞʳ5ΥʦˡɎæÒʌ͞ś͂͜ă�͎;Ĭİʡ�ϵİäʌ�ʨ͜�īȺ

ΡʭnĜ̉çǧʌÜŒ¾ˆö�ƾ4ͻǧʽˡɎæ̡̺ʨŔͣɈʌƯ͋ŞʳvɜÎ˾͐5�

ʼ| 6ʁɣȓɅÔǧznʌĬİŞʳʌ̈ȟJɉ̳ʓĢśçʌĬǲ˅˩IˡɎIǧ·75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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Ģśçš¸ĬǲˡɎØƇČ͜HˡɎæ˅˩hįˡɎæ˅˩sϏʌʘʒ̧ɿÍȒ5ŪÀȀĜ

̉1ŃȚ2ΆƔͺǇʌƹ£͜HˡɎæ˅˩pƓƋͅČǙ�ˡɎ̆͜�ǸƚȥʍʌįˡɎ

æ˅˩ɫɭùŞ5kɘĤÏ¿�ĨɅ·hΦȻ·ʌ·ɘǮzƑÌǍ̏ŞǄ͜šˣç͙{�ʰ

ΕöɅǧϋʌή=ǷɑϰÖΦ˻5�

ʼd 6ʁ�bĬǲċə͌ţɣȓɅÔʌřɅŞʳJ�eɝçH́ʩψʄʌɖÊ;nƝ7͜

ṕ˙ţxeɝçϜ˻HʌċəʩψʄʌɖÊ5Ϝčɉ̳ʓě͙ŮǝÎ͙Ȭ́͜ɈŶç˼ό

ƋͅƖǣϺľʌΆƔ͜àÜˀǛˡɎ̆5ΥʦʅĬǲ˅˩pš̺̀˻ǧ4ͻǧʌŦͦɫ̑

xřɅsϏʌŞʳ5ʩψʄʌàÜ͂ɯúƚxbśʌƸǨ͜�īé�ĨɅǧƆȍṞ̬̏xǐ

ǅ5�

����ʼ|̵�6͚̣HĪ7�

ʼģ 6ʁĬǲƟhHĪƟƽ̢͋�nĨʌHĪƯ͢J�ɉéĬæ;nƝ7̣͜͝xçƟ4

HϊƟ4HĪƟnēʨʌĬİƑ̍5ÀnçƟhHϊƟ˿Ɩ˱;ĬǲƟ5HĪƟȀǏ͈ʗ̢

�Ǫ˞ØƇʌš¸͜īÔ˸Ǫ˞n̓˓˛ƸʌHĪǪȗ5ȺĳƽʫʌHĪÁȌø͐Ƨ͜ǸȀ

;ǚÊ̢�äΦ˻Ǥ˥4Ǥ̪Ş̍͜ĊȍvȀć�ˠʐǘǂǞʌbʦȔ;Őī5Ⱥľ͜˱˚

ΤƕͲxʜHĪhıÃʜĨ˅ʢʌ¾̢Ƨ5�

ʼ� 6ʁ̢�nĨʌHĪǪʧInʌʜHhʜĨJ6Ϝ˻HĪƟ7öÀ˟ȃ7͜�6Ϝ˻

HĪƟ7;£Φ˻xͫŬʌÏȠ5˱̣ͪIʌĬǲ˅˩Ȁ�ǇͺǬĈHϊʡ�ʌʁĊ4Ġ�

ϖŪ;p�͜ṕ�{ĬǲˡɎhǪ˞ɖÊ5ÀǪ˞͌;̨Ρͣͮ1Ǥ˥2ʡ�ö1Ĉ˖2

ʌ͌Ƣͦ͜ğ�͐:ʌíȕnƩĽʪƄ5�

ʼ¼ 6ʁǭŒ�ĝnƽ͋ɣȓɅÔĬǲ˅˩ʌɅ¨͌J�1ȷͶ2;˾ˉ7̨͜ΡŞeɝ

çϜ˻HʌĬǲǏšŪʇfʌ1ʸȣͤ2ʌÏȠ͜ǏÎÀnvãďxŞHĪʪƄʌ͞Ʈ5�

kʌɅ¨͌ȀbʦĒǣʡ�Φä͝ƦƮʌĊȍ͜ô¥ǓǔʌɅϏǭä͌ͦ͜ğòǀÕ1̤

ª2ʌ͌Ƣ5�

����ʼd̵6Ǳǭähżϊʡ�7�

ʼc 6ʁɣȓɅÔȍȐ̢�Ǫ˞ʌš¸hżϊʡ�J�ɉ̳ʓđɉç;£7͜�Ǫ˞ĩʌ

͎̂ŞɉéʌĲŪʡ�Φ˻x˙ţ5īđɉçʌ{£n͜çįhżϊb˸͂ɯ̷͞ʳxʑƇ

ʌŒȨ͜�ˠeϊ̹Ô˸ŧŒʌȀĬp4š«ϖŪʌœŎ͜ÌtɌȌbˤ«ɅŝƈʌœŎ5

���� ƀ�ƋŰʌſɅǪ˞̡Ê͜Ȁʅɣȓ�Ȝû̢�Ǫ˞ʌʙ͢ÏŎϖŪǚÊʌ5�kv͞

ƮÖʃɅϏǭäȜΦ˻ʡ�Ǥ˥5ʑŞ}żϊ�;̢�Ǫ˞ʌĤƽ͜«ȘnʻĈ«ɅʁŐǂ

ʈʌʤĸ¥ɯȩɠ˳ħ5�

ʼº 6ʁǱǭähĬİʰϏʌðŞJ���� ƀ�đɉżϊʡ�hƏĬʙ͢ÏŎ7̣͜͝x�

ǱéʡƸĊ;pʌǱĮʙ͢ÏŎϖŪīɉéżϊʡ� Ʈ́͜Ɗ͞ƤȹʌHĪ5ɵ¿ȀÖʃ6Ǳ

̹͘746Ǳʎɧ7ʽđɉçfΜHϊí˻ʌǐ˽Φ˻ÏȠ͜ϒ̣x�kŞǄǕǙʨȌˡɎ

ȕȟʌ́ĻϖŪʌĊȍ͜vͦğǚÊżɅ»ʡöſɅǪ˞̡Ê5īȺƬÊf͜żϊʡ�vƸ

;xǱǺ́ˈʑ~zǮʌʰϏ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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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ȀȔIʌȰ́5ȔIʌ͔́Ư@ī}ť͎̂ŞËɉéʌżϊʡ�͜˙ţĬǲ˅˩4

ʙ͢ÏŎʌÁ�ɖÊ5ŪÀȀŞ}�ƕʚʯΘŨ¾ɒʌżϊb˸ʌ˅˩ċə͜�Ŀm{£Φ

˻xͫŬʌÏȠ5Ȍ¾ɉéʌH́ϖŪī̚�͑ęÚČ̑×ʌ�ʃ͜ŻȌ̼˽υ4ʄnɄĄ

Ɵʽ;ÂĮʌʑƏðŔʌʚʯĲ，͜���k͗͝Ş̍ʌĬǲċəãǌxćmϖŪʌ�ɴ5˛

ȔIʌɵϋȹī}Mɒżϊʡ�͜ŞƏĬʌϵšϖŪΦ˻x̖şʌ˙ţ5�

˱˚ˠĹŗƸΥȹʌŷ�͜ƚʍ}̡ʃxm�ǭ͊4Ĭǲǐ˽4HĪƟʽʫs;1HĪ

Ąǯ2ĬǲƧǭɹ͜ÀnΤãǌ̞�Ȓ˿³ÏÖʃʌĄǯ5ȹȀΥ�͚ƘxƏĬ˅˩ϖŪɖ

Êʌǭɹ͜¢ƚȔIʌÏȠȞÁͭȍÜ5˛ʼ¼ʶnťΘϥ̃ͯʌʸȣͤ�;ÏȠŞ̍͜ʼ

cʶnÖʃx˱˚īƏĬͲȴ̸͟ʌƸȢ͜Υ�ϥˠăʌ5��

ȔI�HĪƯ͢�;pϹ͜ǝÎx�ƕƘŨ�ȹ͐̄öʌǱ͝ɬ͜�ƚʫ̰5ȔI¢ʃ

ʌ1HĪ2ȰƢ͜īʚʯĄeÁȌçÏɷɵʌĬ�5ǫ̋ȉ̆�ʡ��˱ŒʌʳĤ͜ǝÎ

x1HĪnĨ2ʌ͋̃5��nĨʡ�ʌĲŪnǝʒÎ1HĪƧ2͜ȀĤ;�ΥmĲŪeȉ

ϋÎbŪɄΘeĚHĪĲŪgŗ¹ʑĊʌʡ�͜˛iī̢èʋƀȜȇī5̀ǲǘ̄Ξ̔eí

ʁʌbʦɵȾʡ�5˭˛̅s͜�ÿ�Ɖ̏ˢ�ʌ«Șʡ�ūȀ1HĪʡ�25īãĄŒ˚

sn͜�{ɣȓʡ�ĄƁ�@Ěę̡ÊʚʯʙċʌʭɆbτ͋˹ʌǟʟx1HĪƯ͢2ʌɟ

@5À˱�ʌƋŀî˾ʟ͜1ȔIǗÞ�Ǘ͗ʌHĪƯ͢͜ȀǏ�«Ʌ;p�ʌ͜īH̹ʡ

�ŀĿǫƸĊnȂ̮ə˻ʌɅ�Ư͢25��

ŞȺ͜ȔIƽǏʌHĪƯ͢͜ƁgȀ�Ą̑«Ʌ;p�5ȔIť�żϊ;ĲȔɖÊĤƽ

ʌ˅˩ϖŪǆȌʌĬİƱ͏ʫ;HĪƯ͢͜ɠ¸Φ˻ÏȠ5˱˚ǏÎ͜ĬİƱ͏nťʜHĪ

˕}ʪƄȩĲʌĊȍ͜ôťHĪ͎;ǚΦǭǼäʌŞ̍͜ãďʗçÏĽȤʌĤˈ5Υb͝ǰ

��ì̍ɠÙ͜˛�ʜH̢ˆ×ʜĨʌ͗͜͝ôhIċnʌ1̢�nĨ2˵şʑƿ5�

ɯ˛͜ŬˁȔIʑƏ̂ˣĬ̚Óx´˻ʚʯʌƸū͜͡˚Ʊ͏Ş´˻ʚʯŐīώϹʌǀ

Õ͜�öȔIŉ�Φ˻x¶ȍƺ̒̓ʌ͝ǰ�Ȍȵ˔͚£ŉẹHĪʌȰƢî;b£͛5b

̅�Ȱs͜ƁgˠƱ͏×hÚ�ʚʯʞǡʌ1˵ƓƱ2͜ĤȺͯŗ¹IČʌì̍vƁg̲r

ЅǼ5ΥƇȀ˱˚īụ̈ǲƌeŬÜ×ģſº˘ʌ̈Ȣ͜�Ş}͡˚˛̅͜�̺ʌù˛Ȁ

īʚʯĄnʌś�5�
                                                             
1[Ϭ]̼˽υ͝8ɡȓ	 ǱǧȐ의	 ʜʯJɉ˷ʓ의	 Ǳǧ과	 ˋĪŲ9͜서울ŀŒȨÎɳ̵͜2002ƀ͞4

ǹ5ʄnɄĄƟ͝8̢�nĨdǧɎˎĈaĬİʡ�.ʳƵ`ĬǲˡɎ`Ĭİl[ar9͜ʚǭÎ

ɳ͜����ƀ5	
2
¾}þ̣ãĄīãĄŒʚʯnʌƯ@͜ȔI͂ȒǼʝʌ̣͜͝�˱˚˓ȞˣÜīƏĬʌͲȴ͜

Ɓ}À�ʑ¾ƸȢnϒ̣xŞͪώϹʌ͖͢5óϑ�4ǹ5łʄÎ`�˶�Ąː͝8łɥəİʡ�d

ȽĄŒʌʚʯ.ĬǲǭɹaɼĬ̉ȧ<gdMZ]aT9͜ɊÿȈ̈́ �͜���ƀ͞4ǹ5�˶�Ą`ł

ʄÎ͝8łɥəİʡ�ĄɼĬ̉ȧĴĔ.ľĨĄʚʯ˚aYka\s^an9 8̢͜�nĨʚʯƐ

Ĵ9��ą͜���ƀ5�

3
ǫ̋͝6HĪnĨ7͌͜ţʡ͜1948ƀ͜ʼ1Ϯ͞ʭɆ͝6ȁɣHĪƯ͢7͜nĨ�ɅŀŒÎɳ

ʡ͜1990ƀ͜ʼ1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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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ȔIʌƯğƺ͜ȀʑŞä�ʡ�ŕ͎ʪƄƑƸûǐʌ͎ɬ5̞�;ȸ¾}��j］

ƺ��j］ÔʌnĨ͜ĿȌʚʯ̨Ρ˙ţĬǲˡɎØƇ4Ʋġ{4öŷĠ4˚ę�ʽ͜¾ɒ»

½ĩƺżɅʡ�ʌ˯˧5Ābǲ͐͜vȌ͝˚ǀÕẹʚʯ͜ǏÎΥ�nϏę�Ȓƞ̷ī̢

�ĨŝƑƸʌΡʭníǟx�ʃ5ɣȓ�ȜƍΦʳŗØ“¸¯Ů͜ɅĨÔƀĬǲȥÜÏʳ͜

ƕͲ����ƀ�ČȐĨɅ·̟̩ļŀ͜ʝʳ1�·ɎĨ2ǧɎ�Ø¶ȍxΥ�ώϹʌʚʯ˚v

ƘĿ5�

ŞȺ͜ȔIôǍƤȹʌʳĤĕ5ŉf̣ƍǭƽʟ͜˱˚ɬÎxnϏę��ʃʌŮ’Ƨ5

1ʅĬǲ˅˩ϖŪpšʌˡLfMʝʳǧɎ�ØʌŦͦǷņ̱̬ǐǅ͜ŉ�ťç˸�fʌĬİ

ʡ�h˻ǧȓȮȌȕ̈ĈʌͰϹ͜bʐζʇ×é�ĨɅǧƆȍȐvȒƚ×ȌǨ̃É2͚ʼ���

Ϯ͛5�

ɯ˛͜ȔIʌṕʗʖɬɂŔͭȀĬǲʡ�ĒǣǱʌØƇh��͌͜ƍ̑Å̵ɫɭŞʳ

ʌĊȍ͜�ɯƑƸHĪƯ͢ʌΡʭ51̨Ρš¸ĬǲĒǣØƇÊčʌ͎ɬ͜ŽȎă�̒̓�

ʡ�ŕ͎ʪƄƑƸûǐʌĨŝJʡ�¾ˆȫȤ͜Ǡˉʑ~ɤ̦ʌĨŝJʡ�¾ˆȫȤ2͚ʼ��

Ϯ͛5�

eǭʌkɀƍǭ͜Ôʔ�tȀị̄͝gĊʌώϹ͜�k˚ŐīƤȹʌ¾ˆĕ5ñȔ�Ĭ

İ;̑ɬʌʪƄƑƸȀĎúƚƸÝʌ͞ώ͜īȔIn�tĳ}ʈȒȶ́ʌĬ�5Υvă͖;

ȀȹĤŗ¹ť͎ɬǦīżϊʡ�͜ƾʑŞäxĨŝǬ�ʌ̌Ĉ4Ʌpäʽ͝ɬ5ΥhȔI̸

úʌbƧǲɑJƜƅ˵ƿɉéʌżϊʡ�Φ˻͗͝JȀ~;˾̹ʌ5�

ŬˁŉȺ͜�;ȔIʌ̺́̈͜͝£ŉĬǲˡɎØƇʌƍΦ͜šˣxĬǲ˅˩ϖŪĜ̉

ˡɎæÒʌ͞ś4ͻǧʌǬϳZʁxɘˆŞʳ͜vă͎;ʡ�͐:ʪƄƑƸȍʌĦĹ5Ⱥľ

͜ȔIǏÎʌHĪƯ͢Ɓ͏Ȁˡƹŗ̈ʌ͜˛Ȁ˿ϴƮƸhǭǼ4ʜĨʽ��½̨ʌΥb͝

ǰ͜Ƈv̿ďʑĊʌɟ@5�

ǡ̅s͜Ş}͖;ĬİʌʪƄƑƸȀńͽʌpəŒͭ͜˱˚͂ɯōΕʌΦ˻xǀÕ͜�

Ȋ̄̊�ʌì̍Ȁ̈͝ƁǷłŀŹ¿5īΥbɬe͜ȔIʌpƓ�tƁg̲rǶźЅǼ͜˛

ΥȀ¾tȔIŔ͠ƸȢś�ʌ̺́͝ɬ͜ȔŽȎ˱˚ˠȇĿʌ�ȹ͐Φ˻̣͝5�

Àȶ͜Ȁ¾}ȔIp�»ʌĬǲ˅˩4ʙ͢ÏŎʌɖÊʌãĄś�5ȹŉȔIƽǏÎ͜

�kʌɖÊī��j］ƸĮʌƲġ4ǩ˭{4nçÏʱÎ5î¦ŉȺ͜Φ¸��j］ČŞ}ƍΦ

ĬǲˡɎ4Ǥ͑Ǫ˞ØƇ4̨ΡǭǼʌ��͌ǤðɅ¨Υ�ǱĮʌɖÊ͜�k;�̲r̟̩

ʌ·�x˓ȞĞƇ͟ǧƆǲτʌǤðʌʝȀÚǝț�ʌbm̺ŀðä̲͜ȹʌͨ͜ǘfȜū

̥́ώÉśǘûʌĬǲʌŋƫĚÊȕ5�

īÏȠeɝç«Ș̵ʌĬǲ˅˩ȍ͜˱˚̣͝ŉf͝�

1¾}Υȹʌċə͜żÿŚdǏÎ͜�k;x©ǍϖŪ͜Ēǣ̀ähǤ͑͜ȀÖźʌŐī

5͈ʗƋʧ=šˣ̢ˆĨŝhʡ�ʌ±Ǫ͍˪gÆȌǨ͜ΥʦÖźʌŋƫȀ�̰Ɯ͍˪īĬ

İʡ�ǳ˻1ġ=2ʌ˅˩ϖŪÏäʌ̈Ȣ͜îÏäƸ;̍ǁLġ=Mb͐ʌǚÊǤ͑ʌ̢

�ʙ͢ÏŎϖŪ͜h̍ǁǁǇćϯ»½{4�ğ̺Öb͐ʌLĪ̎ß́MϖŪ2�͚ʼ��	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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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ʩψʄºű}Ú˚5Υb˅˩ϖŪÏäʌ͝ɬ͜īȔIʼ|ʶĢśçʌǧz{£nv

Ȍ�ʨ͜çÏ˜�Šė5	�

Ⱥĳƽ=ʌżÿŚdʌŒͭ¢ʃx1H́2Υmͤ͜˛Ėψɿ͚0&):' �3��.) :E!8"͛

ǝÎ1įżǤ˥ɘ˅˩2͚+E76B�E:�&E$!)*�:#!*:͛ʌȰƢ͜īʚʯĄeÁȌ̺́ƓĞ5
Υ

�˅˩ϖŲ̄ΡpšĬǲʌǤ̹͑ƚ̌Ɏȥ͜Ābǲ͐vƍ̑x˿ǖͅīľʌɅ�ʌgʊ5

ɣȓʳŗǤ͑ȍȐćĬϸíʌɅ�ȆÊ͜ăͭȹȀΥbÈʱʌ�ʨ5�

̲r͜Ş}Ȓ�Ǥ͑n̹ƚŸŀǣʍ͜ùȹÞ̺xͺǇʌɅ�͜ÀƽƥʌíɏʏȶȀh

ñȌ˻ǧȕȟʌǸƚȥʍǒ̇īb̑ʌċə͜ΤȀǚÊǤ͑ʌ̢�ʙ͢ÏŎĕ͂͟ɯǷɑb

Ȱ˛͜͝�ǚÊǤ͑ʌ˅˩ƘȌăˠɄŕǺɘȇǽǊˣɅ�ʌǥ´5̢�ʌʙ͢ÏŎsƽ�

ͦğǀÕɅ¨nʌ1̤ª2́ˈ͜ă�͖;ȹȀĤ;̲ʦɅ¨ŞǽŌ̦×�kʌĬǲ̌Ɏ5�

ȔIʌ͌ɬĤ͎̂˕}Ĭǲʌ˅˩ϖŪ͜ȒŞΥʦɅ�̡Ê¥Ǔʌ��͌4ȹ@ƱΦ˻

³Ïʌ̣͝5�ŉȢťɅ�ʌ͌ƢǦ¸˙ţʌ͎̻͜£ŉĬǲ˅˩ǤðɅ¨ʌɾƢ͜ă�ɾ

̃;ÁȌɚȒiʨŔʌƯğ͜îƁgØ˺ȀĘƇĨɅƑƸʌ͎́ΥmŀͰϹ͜vȌ̯ØĬİ

ʡ�Ʌ�̡ÊʌƋŰ�̐Ǎˡ̘̌Ɏ˘śʌʏʌ5�£ŉ@Ěę̡ÊČʌŁɕ͜�öH́ʌ1

»@2hɅ�̡ÊşÐʑ¾ʌϋɋʌ{£͜�ă�ǚʙŞƏȍĬİʡ�ʌċə˛̅͜hɅ�Ƨ

ʌ͌Ƣ�ɞ͚ƺȀŞÉ͛ȀȞ;̺́ʌͰϹ5˭̅s͜�ǭǼʌ͌ɬʔƗHĪʌ͎˾n͜ϣ

ďʗˡ̘ʴīǭǼʌʳĤȜ̹úĬǲpšȥʌƯğ͜ΥhǃØɅ�¥Ǔˡ̘��͌ǟʹ˛̑

Ȁ˾̹ŉbʌ5ʑù͜Ş}īĬǲŞǄǱǭäʳĤʌ́ĻϖŪ͜vϱ˙́×�kȀīɠÙɔ

ţʪƄÊǲʌĲ，e̸͜ú�1©ŕ2ŋƫƇŞʌăˠƧ5�

;xŬ×I͡ʌͼ�͜�eʌƯ͋ĿŨŻȌǀ͡ʌ͝Ͳ͜�ŔϚev͜āȀƕͲʌ̺ɬ

gĊ˛Ż5ȇ̺́ʌώϹȀ͜�Čͪŉ�ǚÊ̢�nĨĬİʡ�ĄʚʯʌΦŰ5ȔIʗʖ}

ɉéʌżϊʡ�ΥmȞ;’śʌæİ͜Φ˻xɠ¸̦ƜʌÏȠ5Àngǫ̏Ρhŀįż4ƺ

Ȁ«ȘʌŞɄ̣͜͝xƏȍżϊʡ�ƽĳʌãĄĬ�5�;Ĭİʡ�Ąʌɵ˦͜ˡɯȀȩǓ
                                                             
4
®Υȹʗʖ}̰Ɯ͍˪ɩðʌʔɑ͜ƇȀû×șΈŅ�ͻǧhǭäʌ̂ƇǗ͗ÖåȘ˰ʡ�ʌȥ

Üȟ̪ʌƓĞ5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

anford,	 1988,	 pp.217-243.	
5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1976,	 pp.66-69.	
6
ȔIʼ367Ϯƍʃʌ6Ǳʎɧ7ʌḭ̌n͜˾ʟ̳ͭʎ˻̤͜ªǹʍ7̺͜ǇƝ�ƍ̑gɮʌ{ƫ

͜Υvă�ɾ̃;Ĳ}ª�ʌɅ�̡ÊŞĬǲʌċə˛̅ÁȌɪ˵ʌíϠƧ5	
7
ǉ˱8Łɕd̢�.ɣȓ̷żc;[hǧɎǭäaʡ�ˎĈ9͜ċÿůŀŒÎɳ�͜����ƀ͞˶

̋ɛƫ͝8ɥéʓ̢�ǧɎĄʚʯ9͜ɊÿȈ̈́͜����ƀ5	
8
̚Ɵʄ͝6ʧ=ØʌƋͅhģɅʡ�ʌ̃�JbmÅĬH́ʖnʌ̢�ʡ�ð̝7͜Ċ6ȥÌΕʬ

J̢�nĨʌƦƮ4ʡ�hŒ˽7͜ɥå�ɅÎɳʡ͜1999ƀ͚͔ȶÎɳ;1995ƀ͛5Henrietta	 H

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M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	 Stanfor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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ĬİʌmƧΦ˻Ǘ͗͜ȔI�;̣ͫ̂͝ɉéȞ;í̜ʌżϊʡ�ʌŔ͠ʚʯ͜gaȌƘ͗

ʌŒȠ��͜v³Ï�ʨxşÐ̢ɵśĬİʡ�ΥʦʚʯǲɑʌȌǨƧ5�

Ābǲ͐͜ȔInϒǼʌʦʦʨ̍͜{Ŕeīɣȏʌçº˻ʓnŀŀŧŧΦ˻įżäΦ

ʭʌĬİŐī½̨ƬÊʌƁgŨ͋5Ĝ̉HĪhĨŝś�ʌĬǲ˅˩ʌƫƇ4ͦğǤðɅ¨

ʌʕƬ4ƍΦĬǲˡɎČZʁʌǄzʽʽ͜īgĊĬæíʁ˱�ʨ̍ʌȌƘĿ5͡˚Ɓ͏p

Ɠ1nĨʡ�2ȀbmǬ�sƯ͜�vÉgˠƣ͎īćĬĊȍíʁʌ4ƺȀ�ȌbśȍϏŹ

͜ïíʁʗĊȹðäʌʨ̍5�

͡˚�Úīͯ×ɻʺȌ¾̢�Ƹ̷ʌʚʯȍ͜í͏hˡź¾}ĊȍȐŁɕʌʚʯƸȢȌ�

Ƙŀʌ˱�Ƨ͜Ĥ˛ì̍ɠÙ5�v͜ȀĤ;k˚ÁȌʑ̨ʌώϹƯ͢͜�ȇăˠȀŁɕhƸ

̷̷íʁxʑ�ʌʡ�ðä5Əɯ͜ŁɕhƸ̷ÁȌćˡʌįżɵƧ͜Ὑ�ƍ̑¾ɒ͜�

Ābǲ͐͜ī��j］ÔȐʡ�ðäΥɬk˚vȌƘĿǲ͐ŉÎbΝ5�

Υȹ˙́ʌ̲ͨ͜rĬİʡ�Ąʌʚʯ̺ɬʯʵƇǦī�ĳ͟ȀĬİʌmƧĤˈ͜ΤȀ

hÀ�ĬİȌͮĿ½̨ʌÀ�{ϯ͟Æ˚͜ȀĎʕʌÁȌmƧ͜ŉȢghÀ�ĬİΦ˻ɄΘ

ȀǷɑƚʙʌ5�ΥmƯ@˛̅͜ȔIŔ͠ʌ{ϯôƇŉ�ś�ĕ5�

ΥƁgƯėʗŞ˱˚ʌǀÕ͜˛Ȁ͡˚ˡ̘ʌʔƶsĳ5�ȔInƁȒǼʟĊȹʌƪʉ

͜͡˚ŽȎh˱˚�öͮĿŒʆĊ�b̑͜ŠɈ̃ʾʌǲȬ5�

                                                             
9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

1930,	 Stanford,	 2003.¾}ȺI͜ăóɲ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	 no.	 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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