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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53、54 和 55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 

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加强联合国系统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2005 年 6 月 24 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哥斯达黎加常驻代表团谨向秘书长致意，并随函附上题为“安全理事会的扩

大和连带效应：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增加及其对联合国系统的影响”的文件。该文

件由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事务部编写，目的是为当前改革和重振安全理事会和

整个联合国的努力献计献策(见附件)。 

 哥斯达黎加常驻代表团请求将本文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53、54 和 55 的文件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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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6月 24日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和连带效应：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增加及其对联合国系

统的影响 
 
 

 本工作文件旨在研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数目的增加可能给更广大的会

员国担任联合国系统各机关成员的机会造成哪些影响。本文件主要侧重于研究通

常所称的“连带效应”及其对更广大会员国当选联合国各机关成员的可能和机会

造成的附带影响。 

 本文件的目的不是要质疑现任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地位或特权（虽然这个问题

本身也可能值得研究），而仅仅是要提请注意连带效应，因为它与今后常任理事

国数目的增加有关。哥斯达黎加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因为连带效应的

任何蔓延都可能影响作为联合国必要根基的集体作主感。 

 连带效应产生于常任理事国因其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席位而在政治和法律

上享有的结构性有利条件。在一些情况中,这些选举上的有利条件体现在法律准

则中,比如关于国际法院法官必须同时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分别选出的规定。在

另一些情况中,这些有利条件产生于连带的政治影响,比如每个常任理事国应至

少有一名国民被任命为联合国主要部门的副秘书长级官员的惯例。 

 下文列出的统计数据证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通常连续担任联合国系统

所有主要机关和附属机构的成员,它们享有的另一个好处是,本国国民被不断任

命到最高级工作人员职位。例外情况有限,主要是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过渡

时期（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期）和欧洲联盟内部实行的自愿轮换安排（1990

年代末）。 

 对于更广大的联合国会员国而言,连带效应具有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连带

效应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将某些席位排除在公开选举和轮换的席位之外,或者排除

在秘书长任命的高级职位之外,进而显著减少了会员国或其国民跻身于联合国各

机关任职的机会。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实际上排挤了所有其他会员国,使它们

没有机会获得本应分别由会员国民主选举或由秘书长任命的席位和职位。连带效

应对每个席位的确切影响各不相同,取决于每个机关的待选席位总数。同样,对每

个职位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要视秘书长任命的职位总数而定。因此,连带效应虽然

造成全面影响,但在每种情况中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在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扩大问题,特别是设立新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可能性时,

有必要研究新常任理事国是否将享有连带效应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

措施,诸如有约束力的明确承诺,用以纠正引发连带效应的法律和政治因素,连带

效应很可能严重遏制更广大会员国获得联合国系统各机关成员席位的机会和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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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结果 
 

 虽然连带效应的影响可能波及整个联合国系统,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相当欠

缺。以往曾有少数几次研究该现象的尝试（可能最突出的是阿根廷在 1995 年联

合国大会第 49 届会议提出并作为 A/49/965 号文件的一部分印发的报告,但该报

告的分析仅限于 1984-1993 年期间）,但没有任何一次尝试对该现象在 1946 年以

来的全部影响和波及范围作出全面推断。因此,为填补这一空白,下列分析试图在

个案基础上并通过数字和比较展示连带效应在 1946 年以来的全部影响和波及范

围,并说明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增加后,连带效应可能给今后带来的影响。 

 为简明起见,本工作文件按照高级别小组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

的共同责任”以及秘书长“大自由”报告中方案 A 的设想,将常任理事国数目的

增加假定为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不应以任何方式将此理解为对方案A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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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附属机构 
 

 1.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1-1971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自经社

理事会在 1946 年成立以来或者在 1947 年之后,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经社

理事会成员。在联合国系统内通过选举产生成员的所有机关中,经社理事会是连

带效应极为明显的机关。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6-2005 100.0% 

美国 1946-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98.3% 

联合王国 1947-2005 98.3% 

中国 1946-1960、1972-2005 81.7% 

 

 在经社理事会的 54 个席位中,有 5 席[9.3％]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

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20.4％],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0.7％减少到 79.6％。 

 1.2 人权委员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4-1981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自人权

委员会在 1946 年成立以来或者在 1947 年之后,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委员

会成员,其间仅有 4 段一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6-1976、1978-2005 98.3%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98.3% 

美国 1947-2001、2003-2005 96.7% 

联合王国 1947-1978、1980-1990、1992-2005 95.0% 

中国 1947-1963、1982-2005 68.3% 

 

 在人权委员会的 53 个席位中,有 5 席[9.4％]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

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20.8％],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0.6％减少到 79.2％。 

 1.3 麻醉药品委员会[麻委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70-1985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自麻醉

药品委员会在 1946 年成立以来,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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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6-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6-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46-2005 100.0% 

美国 1946-2005 100.0% 

中国 1946-1969、1986-2005 73.3% 

 

 在麻委会的 53 个席位中,有 5 席[9.4％]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照方

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20.8％],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0.6％减少到 79.2％。 

 1.4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8-1981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另一个常

任理事国自 2001 年以来没有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在

1947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47-2001 93.2% 

中国 1947-1967、1982-2005 78.0% 

 

 在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 47 个席位中,有 5 席[10.6％]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23.4％],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9.4％减少到 76.6％。 

 1.5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方案协调会] 
 

 除一个常任理事国是在 1987 年开始担任成员之外,自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

1973 年成立以来或在 1974 年以后,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联合王国 1973-2005 100.0% 

法国 1974-2005 96.9% 

俄罗斯联邦 1974-2005 96.9% 

美国 1974-2005 96.9% 

中国 1987-200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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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案协调会的 34 个席位中,有 5 席[14.7％]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

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32.4％],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5.3％减少到 67.6％。 

 1.6 社会发展委员会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5 年以及 1969-1988 年期间没有担任

成员，另一个常任理事国自 1983 年以来没有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社会发

展委员会在 1947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2005 100.0% 

中国 1947-1964、1966-1968、1989-2005 64.4% 

联合王国 1947-1982 61.0% 

 

 在社会发展委员会的 46 个席位中,有 5 席[10.9％]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3.9％],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9.1％减少到 76.1％。 

 1.7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 1993 年成立以来，所有常任理事国均连续担任委员

会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中国 1993-2005 100.0% 

法国 1993-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93-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93-2005 100.0% 

美国 1993-2005 100.0% 

 
 

 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 53 个席位中,有 5 席[9.4％]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20.8％],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0.6％减少到 79.2％。 

 1.8 妇女地位委员会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8-1972 年期间和 1977-1979 年期间没

有担任成员,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87-1996 年期间没有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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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妇女地位委员会在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其间仅有3段

一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100.0% 

法国 1947-1983、1985-2005 98.3% 

美国 1947-1994、1996-2005 98.3% 

中国 1947-1963、1965-1967、1973-1976、1980-2005 84.7% 

联合王国 1947-1986、1997-2005 83.1% 

 
 

 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的 45 个席位中,有 5 席[11.1％]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4.4％],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9.9％减少到 75.6％。 

 1.9 统计委员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9-1986 年期间没有担任成员），各常

任理事国自统计委员会在 1947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委员会成员,其间仅有 3

段一至三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联合王国 194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1981、1984-2005 96.6% 

法国 1947-1980、1982-1997、2001-2004 91.5% 

中国 1947-1967、1984-2003 67.8% 

 

 在统计委员会的 24 个席位中,有 5 席[20.8％]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

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45.8％],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79.2％减少到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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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执行局和理事会 
 

 2.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开发计划署] 
 

 自开发计划署执行局在 1994 年成立以来，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执行

局成员，其间仅有 4 段一年和 1 段两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中国 1994-2005 100.0% 

美国 1994-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94-1995、1997-2005 90.0% 

法国 1994-1995、1997-1998、2000-2003 60.0% 

联合王国 1994-1995、1997-1999、2002-2004 60.0% 

 

 在开发计划署执行局的 36 个席位中,有 5 席[13.9％]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30.6％],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6.1％减少到 69.4％。 

 2.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环境规划署] 
 

 自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在 1973 年成立以来，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中国 1973-2005 100.0% 

法国 1973-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73-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73-2005 100.0% 

美国 1973-2005 100.0% 

 

 在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 58 个席位中,有 5 席[8.6％]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19.0％],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1.4％减少到 81.0％。 

 2.3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人居署]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89 年前没有担任成员），自人居署理事

会在 1977 年成立以来或在 1978 年以后,各常任理事国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7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78-2005 96.4% 

联合王国 1978-2005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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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美国 1978-2005 96.4% 

中国 1989-2005 58.6% 

 

 在人居署理事会的 58 个席位中,有 5 席[8.6％]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

按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19.0％],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91.4％减少到 81.0％。 

 2.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儿童基金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58 年之前和 1974-1979 年期间没有担

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在 1946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

成员,其间仅有 4 段一至两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俄罗斯联邦 1946-2005 100.0% 

美国 1946-2005 100.0% 

法国 1946-1996、1998-1999、2001-2005 96.7% 

联合王国 1946-1996、1998-2000、2003-2005 95.0% 

中国 1958-1973、1980-2005 70.0% 

 

 在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 36 个席位中,有 5 席[13.9％]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30.6％],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6.1％减少到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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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际法院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68-1984 年期间没有国民担任法官）,

各常任理事国的国民自 1946 年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法官。国际法院法官由安全理

事会和大会在同时举行的单独选举中选出。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J. Basdevant        1946-1964 

A. Gross          1964-1984 

G. Ladreit de Lacharrière    1982-1987 

G. Guillaume        1987-2004 

R. Abraham          2004-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S. B. Krylov        1946-1952 

S. A. Golunsky       1952-1953 

F. I. Kojevnikov      1953-1961 

V. M. Koretsky       1961-1970 

P. D. Morosov       1970-1985 

N. K. Tarassov       1985-1994 

V. S. Vereshchentin      1995-2005 

100.0% 

联合王国 Sir Arnold McNair      1946-1955 

Sir Hersch Lauterpacht      1955-1960 

Sir Gerald Fitzmaurice     1960-1973 

Sir Humphrey Waldock     1973-1981 

Sir Robert Jennings      1982-1995 

Dame Rosalyn Higgins      1995-2005 

100.0% 

美国 G. H. Hackworth       1946-1961 

P. C. Jessup        1961-1970 

H. C. Dillard       1970-1979 

R. R. Baxter        1979-1980 

S. M. Schwebel       1980-2000 

T. Buergenthal      2000-2005 

100.0% 

中国 Hsu Mo           1946-1956 

V. K. Wellington Koo     1957-1967 

倪征燠           1985-1994 

史久镛           1994-2005 

66.0% 

 

 在国际法院的 15 个席位中,有 5 席[33.3％]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照

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73.3％],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66.7％减少到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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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 
 

 4.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粮农组织]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49-1972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各常任

理事国自粮农组织理事会在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其间仅有1段一

年的间隔期。由于俄罗斯联邦不是粮农组织成员，因此未予列入。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47-1955、1957-2005 96.5% 

中国 1947-1948、1973-2005 73.1% 

 

 在粮农组织理事会的 49 个席位中,有 5 席[10.2％]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2.4％],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9.8％减少到 77.6％。 

 4.2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原子能机构]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84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

自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 1957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5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57-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57-2005 100.0% 

美国 1957-2005 100.0% 

中国 1984-2005 42.6% 

 

 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 35 个席位中,有 5 席[14.3％]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

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席

[31.4％],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5.7％减少到 68.6％。 

 4.3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民航组织]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72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另一个常任理

事国在 1974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在

1947 年成立以来或在 1948 年以后,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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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联合王国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2005 100.0% 

法国 1948-2005 98.2% 

俄罗斯联邦 1972-2005 57.1% 

中国 1974-2005 53.6% 

 

 在民航组织理事会的 36 个席位中,有 5 席[13.8％]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30.6％],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6.2％减少到 69.4％。 

 4.4 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海事组织]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75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

自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在 1959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其间仅有 2 段一

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59-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59-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59-2005 100.0% 

美国 1959-2005 100.0% 

中国 1975-81、1983-87、1989-2005 63.0% 

 

 在海事组织理事会的 40 个席位中,有 5 席[12.5％]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7.5％],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7.5％减少到 72.5％。 

 4.5 国际电信联盟理事会[国际电联]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90-1993 年期间和 2003 年以来未担任成

员），各常任理事国自国际电信联盟理事会在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中国 1947-2005 100.0% 

法国 194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47-2005 100.0% 

美国 1947-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47-1989、1994-2002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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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电联理事会的 46 个席位中,有 5 席[10.9％]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3.9％],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9.1％减少到 76.1％。 

 4.6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 
 

 各常任理事国自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在 1997 年成立以来或者在

1998 年之后,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中国 1997-2005 100.0% 

法国 1997-2005 100.0% 

联合王国 1997-2005 100.0% 

美国 1997-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98-2005 88.8% 

 

 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的41个席位中,有 5席[12.2％]受到连带效

应的影响。如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

到总共 11 席[26.8％],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7.8％减少到 73.2％。 

 4.7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卫生组织]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49-1972 年期间和 1986-1989 年期间未

担任成员,另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51-1957 年期间未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 1947 年成立以来或在 1948 年之后,一直连续担任成

员,其间仅有 3 段一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美国 1947-2005 100.0% 

法国 1948-2001、2003-2005 94.8% 

联合王国 1947-1999、2001-2004 94.8% 

俄罗斯联邦 1948-1950、1958-2005 86.2% 

中国 1947-48、1973-76、1978-85、1990-2005 50.0% 

 

 在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的 32 个席位中,有 5 席[15.6％]受到连带效应的影

响。如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34.4％],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4.4％减少到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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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局[气象组织] 
 

 除有两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73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另一个常任理

事国在 1979 年以前未担任成员），各常任理事国自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局在 1951

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法国 1951-2005 100.0% 

俄罗斯联邦 1951-2005 100.0% 

美国 1951-2005 100.0% 

中国 1973-2005 60.7% 

联合王国 1979-2005 50.0% 

 

 在气象组织执行局的 37 个席位中,有 5 席[13.5％]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

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 11 席

[29.7％],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86.5％减少到 70.3％。 

 4.9 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劳工组织] 
 

 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中所占席位的连续性受到保障,因为它

们作为“工业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拥有非选举产生的席位。只有另外 5 个会员国

被赋予这种地位。在此情况中,如果按照方案 A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其

所带来的连带效应的复合影响是不定的,不易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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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会各附属机构 
 

 5.1 总务委员会 
 

 根据 1978 年第 33/138 号决议,在大会的 21 位副主席中,有 5 位是常任理事

国的代表,因而他们也是总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方案 A 的设想

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其所带来的连带效应的复合影响是不定的,不易查明。 

 5.2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行预咨委会） 
 

 除有一个例外（一个常任理事国在 1952-1971 年期间没有国民担任成员），

各常任理事国的国民自行预咨委会在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连续担任成员,其间有

数次短暂间隔（2 段一年、6 段三年、1 段四年和 1 段五年的间隔期）。 

常任理事国 任期 连续性 

俄罗斯联邦 1946-2005 100.0% 

美国 1946-1996、2000-2005 94.9% 

法国 1946-1983、1987-1989、1993-1995、1997-2002 84.7% 

联合王国 1946-1980、1984-1986、1991-1993、1999-2004 78.0% 

中国 1946-1951、1972-1998、2002-2005 61.1% 

 

 在行预咨委会的 16 个席位中,有 5 席[31.3％]受到连带效应的影响。如果按

照方案A的设想增加6个新常任理事国,受影响的席位会增加到总共11席[68.7％],

使更广大会员国的机会从席位的 68.7％减少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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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联合国秘书处 
 

 每个常任理事国历来有一名或更多国民出任联合国内的最高级职位,通常是

副秘书长级和助理秘书长级的职位。此外,在有些时候,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若干国

民完全占据了某一部的最高级职位,有时,一个常任理事国用一个部的职位换取

另一个部的职位。下表部分反映了这种状况（这不是一个全面的或者包罗无遗的

清单）: 

常任理事国 部门首长 任期 

中国 托管和非自治领土部 

Victor Hoo Chi Tsai 1946-1953 

 

大会事务部及其前身 

Victor Hoo Chi Tsai 1954-1961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及其前身 

Victor Hoo Chi Tsai 1962-1972 

 

政治事务、托管和非殖民化部 

唐明照 1972-1978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及其前身 

毕季龙 

谢启美 

冀朝铸 

1979-1984 

1985-1990 

1991-1992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其前身 

冀朝铸 1992 

 

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及其前身 

冀朝铸 

金永健 

1993-1995 

1996 

 

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 

金永健 

陈健 

1997-2001 

2001 

法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其前身 

Henri Laugier 1946-1950 

 Guillaume Georges-Picot 1951-1954 

 

Philippe de Seynes 

Gabriel van Laetham 

Jean-Louis Ripert  

Antoine Blanca  

Jean-Claude Milleron  

1955-1974 

1974-1978 

1978-1990 

1989-1992 

1993-1996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Antoine Blanca  199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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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 部门首长 任期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 

Bernard Miyet 

Jean-Marie Guehenno 

1997-2000 

2000- 

俄罗斯联邦 政治事务部[政治部]或其前身  

 

Constantin E. Zinchenko 

Ilya S. Tchernychev 

Anatoly F. Dobrynin  

Georgy P. Arkadev  

Evgeny D. Kiselev  

Vladimir P. Suslov  

Alexei E. Nesterenko  

Leonid N. Kutakov  

Arkady N. Shevchenko  

1949-1952 

1953-1954 

1958-1959 

1960-1961 

1962- 

1963-1964 

1965-1967 

1968-1972 

1973-1977 

 政治事务部[政治部]或其前身  

 

Mikhail D. Sytenko  

Viacheslav A. Ustinov  

Vasiliy S. Safronchuk  

Vladimir Petrovsky  

1978-1980 

1981-1986 

1987-1991 

1992-1993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Vladimir Petrovsky  

Sergei Ordzhonikidze  

1993-2002 

2002- 

联合王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其前身 

Sir Arthur David K. Owen 1946-1954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Sir Arthur Rucker 1953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及其前身 

Sir Humphrey Trevelyan  1958 

 

管理事务部及其前身 

Andrew A. Stark 

Horatio K. Matthews 

1968-1970 

1971-1972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及其前身 

Sir Brian Urquhart  

Marrack I. Goulding  

1974-1986 

1986-1992 

 

政治事务部[政治部]及其前身 

Marrack I. Goulding  

Sir Kieran Prendergast  

1993-1996 

1997-2005 

 

安全和安保部 

David Ven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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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理事国 部门首长 任期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Mark Malloch Brown  2005- 

美国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Andrew W. Cordier  1946-1961 

 

管理事务部及其前身 

Byron Price 1946-1953 

 

维持和平行动部[维和部]及其前身 

Ralph J. Bunche 1955-1970 

 

政治事务部[政治部]及其前身 

F. Bradford Morse 

William B. Buffum 

Joseph Verner Reed 

Ronald I. Spiers  

1972-1975 

1976-1986 

1987-1988 

1989-1991 

 

管理事务部及其前身 

Dick Thornburgh  

Melissa Wells  

Joseph E. Connor  

Catherine Bertini  

Christopher Bancroft Burnham  

1992 

1993 

1994-2002 

2003-2005 

2005- 

 

 如按照方案 A 的设想增加 6 个新常任理事国,所产生的连带效应对最高级职

位的任命造成的复合影响不易确定。 

 

2005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