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

第八课 主要的国际组织



1.通过分析联合国在俄乌局势中所采取的措施，认识到联合国在国际

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2.理解《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是构成当今国际法的

基础，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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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倡导

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掌握以下2个知识点：

1.联合国的概况

2.联合国的宗旨

3.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结合所学知识，引用实例，简要说明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是如何践行其宗旨的。

    1945 年 4—6 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来

自50个国家的代表共聚美国旧金山，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以捍卫

世界和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本次会议堪称有史以来

最盛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参会代表共有850人，加上他们的顾

问、工作人员以及会议秘书处人员，总人数达到了 3 500 人。

此外，还有 2 500多名新闻界代表及社会团体的观察员。在经

历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会议之后，各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

章》和《国际法院规约》。

2015年6月，联合国举行《联合
国宪章》签署70周年纪念活动

关于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有以下表述。

◆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1、联合国的概况

（1）产生的背景：    

联合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产物，是人民为和平与发展长期努力的结果。

（2）成立的意义：    

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3）联合国性质（地位）：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注意：联合国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不是超国家组织，更不是世界政府的组织，联合国的权

力是会员国授予的。联合国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削弱和取代会员国的国家主权，而是为了维护

和尊重会员国的国家主权。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2、联合国的宗旨

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

友好关系；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

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简单概括为：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

联合国徽记是一个从北极俯瞰的世
界地图,周围是两枝对称的橄榄枝，
联合国旗帜底色为浅蓝色，蓝色代
表和平，与代表战争的红色相对。
设计充分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
平与团结的梦想与渴望。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及时检查

2022年12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2023年新年讲话。

古特雷斯表示，2022年，在全世界各地，有1亿人为躲避战争、野火、干旱、贫困和饥饿而

迁移。2023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

他呼吁，要在彼此之间实现和平，通过对话结束冲突；与自然和气候和平共存，建设一个更

可持续的世界；

在家庭中实现和平，让妇女和女童能够有尊严地在安全环境中生活；在街头和社区实现和平，

充分保护所有人的权益。

古特雷斯强调，在2023年，让我们把和平作为自己言行的核心内容，让我们共同努力，让

2023年成为在我们的生活、家庭、世界中恢复和平之年。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3、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倡导）

(1)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

(2)各会员国应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

(3)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4)各会员国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5)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宪章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应给予一切协助；

(6)应确保使非会员国遵循上述原则；

(7)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权利方面

——义务方面

解决国际争端方式

——联合国本身

——非会员国方面 主权国家
与联合国
的关系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知识小总结

1、联合国的概况
（1）产生的背景   （2）成立的意义    （3）联合国性质（地位）
2、联合国的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
3、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倡导）
(1)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
(2)各会员国应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
(3)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4)各会员国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5)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宪章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应给予一切协助；
(6)应确保使非会员国遵循上述原则；
(7)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判断：哪些是正确的？

1.联合国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义务相同。

2.联合国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机构。

3.中国支持联合国的所有工作。

×

练一练

×

×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练一练

1.(2023 浙江,25)从1990年4月到2022年6月底,中国军队参加了25项联合国维和

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近5万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除了完成维

和任务，中国维和军人还积极参与派驻国的医疗卫生、人道救援、环境保护等

工作。中国维和军人用实际行动(     )

①彰显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②承担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更多责任

③促使多起地区冲突走向政治解决

④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开展各项工作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A



《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练一练

2.(2023春·山东潍坊高二统考期中)2023年4月24日，在安理会关于维护《联合

国宪章》和多边主义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呼吁，世界正站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霸权霸凌行径给世

界带来深重危害，集团政治正在制造巨大的分裂和对抗。当前最需要的是，各

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联合国旗帜下加强团结，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

下列观点符合这一呼吁的是

①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②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

③发挥安理会作为集体安全机制核心的作用，维护各国根本利益

④坚决反对经济制裁，共同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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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掌握以下1个知识点

1.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联 合 国 的 主 要 机 构

了解联合国现在的组织机构，比较其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提案有什么不同。

    1943 年，中、美、苏、英等国经过莫斯科会议

和德黑兰会议的讨论后，就联合国的一些基本想法达

成一致。但是，联合国的具体机构应如何安排，仍然

悬而未决。1944 年 10 月，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

橡树园召开会议，就联合国的组织架构进行讨论。他

们提议，联合国由4 个主要机构组成：大会，安全理

事会，国际法庭，秘书处。“大会”由所有会员国组

成（下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安全理事会”

由11个会员国组成，其中5个为常任理事国。但是，

此次会议未能就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这一至关重要的

问题达成一致。

《联合国宪章》诞生地——敦巴顿橡树园



联 合 国 的 主 要 机 构

1、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联合国是有6个主要机构，除国际法院位于海牙外，其他5个机构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总部设在纽约。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设有办事处。

1. 地位：主要审议机构

2. 组成:  全体成员国，一国一票权

3. 表决原则：重要问题2/3多数通过。其它问题简单多数通过。

4. 职权——广泛职权：就国际社会广泛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如和平与安

全、接纳新会员国和预算事项等……

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大 会 安理会 托管理事会 国际法院 秘书处

（1）大会



联 合 国 的 主 要 机 构

（2）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大 会 安理会 托管理事会 国际法院 秘书处

1. 构成：5常（中美英法俄）+10非常（任期两年）

2. 原则：程序问题9票通过。实质性问题9票+"大国一致"

3. 地位：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4. 职权：主要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 合 国 的 主 要 机 构

（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大 会 安理会 托管理事会 国际法院 秘书处

1. 构成：由大会选出的54个理事国组成。

2. 职责：主要关注国际经济、社会、文

化、教育、卫生等问题。

负责监督托管领土，

目前已经完成使命，

停止运作。

是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设立的主要司法

机构。由15名法官，任期9年，可以连任。

（4）托管理事会

（5）国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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