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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主要运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分析方法，以朝鲜核危机的出现与解决为研究个案，重点
研究国际斡旋与调停的相关理论及其在朝核问题解决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术专著。
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与分析，大量研究成果的学习与借鉴，不仅分析了朝鲜核问题的缘起及其
战略影响，而且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层面讨论国际斡旋与调停的内涵，对国际斡旋与调停的主体
、国际斡旋与调停的效应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
作者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点分析朝核危机解决中国际斡旋与调停的模式与特点，一方面说明它是
目前解决半岛问题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半岛的未来依然充满了
变数。
同时，还就中国在朝鲜核危机解决中的角色选择及其如何突破现有模式，建立持久的地区安全合作机
制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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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中英文内容摘要绪论第一章　朝鲜核问题的缘起及其战略影响分析　一、朝鲜问题与朝鲜核问题
的由来　　（一）地缘因素：东方“巴尔干”　　（二）冷战与朝鲜半岛的分裂　　（三）《停战协
议》与半岛安全局势 　　（四）朝鲜核问题的由来　二、东北亚安全局势中的朝鲜核危机　　（一）
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因素分析　　（二）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与朝鲜核危机的爆发　　（三）朝
鲜核危机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三、美、日、俄对朝鲜核问题的基本立场　　（一）美国在朝鲜核问题
上的政策选择　　（二）日本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三）俄罗斯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 第二
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斡旋与调停　一、国际争端及其解决　　（一）国际法对国家战争权利的
限制　　（二）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式概说　　（三）《海牙和平公约》和国际斡旋与调停　二、
国际斡旋与调停的基本理论　　（一）国际斡旋与调停定义辨析　　（二）国际斡旋与调停主体分析
　　（三）国际斡旋与调停法律效力分析　三、联合国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一）联合国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宗旨与原则　　（二）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　　（三）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的主要途径第三章　国际斡旋和调停与朝鲜核危机　一、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核形势　　（一）冷
战后频频出现的核危机　　（二）冷战后核危机频发的诱因探析　　（三）冷战后核危机解决的现状
分析　二、朝核危机中的国际斡旋　　（一）一波三折的美朝会谈　　（二）艰难开启的三方会谈　
　（三）顽强推进的六方会谈　三、国际调停适宜朝核问题的解决　　（一）问题敏感复杂，当事方
无法直接对话　　（二）当事方自愿接受国际斡旋与调停　　（三）国际调停在尊重当事方意愿基础
上进行　　（四）朝核问题中国际调停的局限性分析第四章　中国在朝鲜核危机解决中的角色选择　
一、新中国与朝鲜的历史交往　　（一）新中国与朝鲜　　（二）冷战时期的中朝关系　　（三）冷
战后中国与朝鲜关系的调整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朝鲜半岛问题　　（一）中国选择和平发展　　
（二）中国坚持睦邻外交政策 　　（三）中国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战略意义　三、中国解决朝鲜核问
题的战略性选择　　（一）中国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中的原则立场　　（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解决中
的作用 尾声：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与中国　一、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相关理论　二
、呼之欲出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模式的探讨　四、东北亚地区
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的中国附录一：朝核问题大事记（1990.9—2005.12）附录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基
本情况一览表附录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文）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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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宪章的序言、宗旨和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宪章的总纲部分。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和平的肆意践踏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序言表达了联合国各国人民的共
同理想和他们要使人类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宗旨表明了联合国宗旨存在的依据和要达到的共同目标
；原则则规定了联合国组织努力完成这些共同目标所应遵循的准则和方法。
对于维护和平、尊重基本人权和民族自决原则给予极大关注，在把防止世界战争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
，也把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各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作为崇高目标，充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形势特点。
　　（二）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　　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也可称为集体安全机
制。
联合国的组织结构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经社理事会、托管理
事会和国际法院。
从广义上讲，这六个机关都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从狭义上分析，它们尚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前三个机构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直接相关，而后三个机构主要处理本问题领域内部的事务，对于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主要来自各自工作中潜在的和平价值。
　　1．《联合国宪章》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各会员国同意按照宪章的规定接
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
根据宪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二章的有关规定，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拥有广泛的职权。
包括“得以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第34条），“在任何阶段，
得建议适当程序或调整方法”（第36条第一款）；安理会有权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
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第34条），可以提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并“促请当事国遵行
”（第41条），它还有权“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第42条）。
也就是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安理会的职权有：可以促请各争端当事国以谈判、调查、调停、和
解、仲裁、司法解决、利用区域机构或区域协定、或各当事国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争
端；可以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情势，以断定其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对于上述性质的争端或类似的情势，可以在任何阶段建议采取适当的调整程序或方法；任何会
员国、在一定条件下的非会员国、大会或秘书长，均得就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提请安理会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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