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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责任”，即国家首先承担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

如果国家出现某些相关情由且有关当局显然无法或不愿保

护其人民免遭其害时，国际社会有权通过安理会采取集体

行动进行干预。保护的责任的提出与新安全观的发展密切

相关，不管是国家的“保护的责任”，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联

合国安理会的“保护的责任”，都与新型安全观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联系。新型安全观为保护的责任提供了依据的同时，

也制约着保护的责任的任意扩大化，为保护的责任的履行

提供了标准。

一、新型安全观与“保护的责任”提出

传统的安全概念以国家为基本关切，国家安全也就意味

着国民的安全，人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安全而相互厮杀。随着

冷战的结束，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频繁冲击着和平与安全的

基石。人们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并认识到：国家安全不等于人

的安全。在世界许多地方，在国家处在安全状态的情况下，国

家本身反而成为其国民生命和生活的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作为对安全概念重新思考的结果，“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产生了，1993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人类发展报告》认为，安全的概念应从传统的强调国家安全

到更注重人的安全。“人的安全”概念强调一种综合的安全

观，即在安全关切方面既要关注国家安全，更要关注人的安

全，纠正以往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倾向，呼吁国际组织、国家

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2001 年 12 月，加拿大“干预和国家

主权问题的国际委员会”正式提交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

告，第一次提出了“保护的责任”概念。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主权国家对保护本国公民免遭本可避免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在人民因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陷于瘫痪而遭受严重伤害，

而当事国不愿或无力避免此种伤害的情况下，应由国家组成

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承担保护责任，此时，不干预原则要让

位于国际保护责任。“保护的责任”理论出台后，很快获得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

二、从新型安全观看国家之“保护的责任”

（一）对人的安全之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主权正当性的应

有之义

长期以来人民在国家与国民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其自

身安全依附着国家的安全。然而随着人类的发展，主权的正

当性开始成为人们研究国家性质时关注的对象。
新型安全观认为安全意味着人民与社会自由、和平与安

全的生活，充分参与治理他们的国家，享受基本权利的保护，

能够得到资源与基本生活需要，居住在一个对他们无害的环

境中……个人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相互强化等。这样的安全

概念除了包括传统的国家的安全，更为强调个人的安全。
保护的责任理论吸收了新型安全观的观点，认为人民是

国家的当然主人，作为人民主权的必然，主权内在地包含保

护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保护的责任”实际上对国

家主权进行了新的规制，国家管治面临国际社会的适当“监

督”，国家主权也包含国家受国际法的约束协调、国际合作、
担负共同责任等含义。

（二）对人的安全之保护需要国家承担首要责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出了人的安全的七大要素，即经济

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

和政治安全。纵观这七大要素，都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单独存

在。在新型安全观的基础上，虽然已经有了新的广义的集体

安全体制，但通过国内法去保护人的安全才是最主要、最直

接、最有效的途径。在应对当今的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时候，

“站在前沿的行为者依然是单一的主权国家，对于这些国家

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应当予以尊重的权利，《联合国宪章》都予

以充分肯定。”因此，对人的安全的保护，应该也需要由国家

来承担首要的、主导性的责任。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

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

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只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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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

怠于提供保护。首先，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只能针对灭

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其他关于人的安全

的保护责任，还是要由主权国家来执行。其次，当一国国内发

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或者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势的时候，

具体说就是发生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的时候，该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因为它首先负有保护本国

国民的首要责任。只有在国家不能或不愿履行这样的义务和

责任的时候，国际社会才能介入。

三、从新型安全观看国际社会之“保护的责任”

（一）国际社会保护的责任的安全观依据

新的集体安全体制在关切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增加了对

人类安全的关切。人类安全已经不再是纯属一国国内管辖的

事项，而是已经进入国际保护的领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并

应解决的事项。
保护的责任理论认为，为了全人类的安全，当一国无力

或不愿对于危害人类的行为予以保护或本身就是危害人类

行为的实施者时，国际社会有保护的责任。《联合国宪章》赋

予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宪章没

有明确将所有危害人类的行为纳入其职责范围，因此，如果

要安理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必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进

行重新解释。事实上，新型安全观对安全的重新定义已经对

安理会保护的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持，安理会在这方面已经迈

出了一些步伐。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安理会逐渐有了将“内

部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解释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的实践。如 1991 年针对伊拉克的 688 号决议、1993 年针

对索马里的 794 号决议等。
但是，对于一国的内部冲突及人道危机，联合国安理会

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涉才是维护人类的安全？哪些危害人类

的行为属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 2（7）条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和

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做出断定，

并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制措施，均不构成对国家内政

的干涉。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主观上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

依据什么安全观所做出的关于国内冲突及人道危机是否威

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判断。与传统安全观不同，新型安全观

把人类安全包括在国际安全之中，一国的内部冲突及人道危

机往往因为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而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威胁。按照这种安全观，联合国安理会对一国的内部冲

突及人道危机采取干预行动，就是依宪章实施的合法行为。
（二）新型安全观对国际社会保护责任的限制

新型安全观并没有否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之安全的重

要性，保护的责任如果过分的强调人的安全，就会带来极大

危害。因为安理会履行保护的责任而实施干预所采取的措施

一般都是强制性的，通常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副效应。从联

合国安理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南伊拉克、前南斯拉

夫、索马里、卢旺达、苏丹等实施的各种制裁措施的实践来

看，无论历次干预是基于何种理由，几乎每次干预都造成严

重影响，从而对广大人民的安全造成新的危机。特别是基于

“保护的责任”的理由对有关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积极造成安

全威胁，其本身的合理性和恰当性有待商榷。
关于使用武力的正当性，2005 年联合国名人小组的报告

指出安理会在考虑使用武力时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正当性

标准：（1）威胁的严重性；（2）正当的理由；（3）万不得已的办

法；（4）相称的手段；（5）权衡后果。这一规定可以说是国际社

会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履行保护的责任时“武力干预”的起

点标准。在今天安理会职能已经有所增加、集体安全范围正

在扩大的情况下，尤其有必要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加以这

种正当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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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ith the concept of new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as its core thinks that states and in-
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at- risk civilians.This idea underlines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respect of human
rights.At the same time，look into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the viewof newsecurity concep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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