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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
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上）

应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俄
罗斯联邦总统弗•弗•
普京于2022年2月4日访
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
行会谈，并出席第24届
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
双方”)，声明如下：

当 前 ， 世 界 正 在
经历大变局，人类社会
进入大发展、大变革的
新时代。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持续发
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
际秩序变革持续推进，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大
大加深，国际力量分布
趋于重构，国际社会对
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
呼声更加强烈。与此同
时，新冠肺炎疫情在世
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国
际及地区安全形势日趋
复杂，全球性威胁挑战
日益上升。国际上少数
势力继续顽固奉行单边
主义，诉诸强权政治，
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
国 正 当 权 益 ， 制 造 矛
盾、分歧和对抗，阻碍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国
际社会对此绝不接受。

双 方 呼 吁 各 国 从
全人类共同福祉出发，
加强对话，增进互信，
凝聚共识，捍卫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尊重各国人民自
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及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捍卫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践行联合国和联合国安
理会发挥核心协调作用
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实
现世界和平、稳定与可
持续发展。

一
双方一致认为，民

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促进和保障民主是国际
社会共同事业。

双 方 认 为 ， 民 主
是公民参与管理本国事
务的途径，旨在增进民
生福祉，实现人民当家
做 主 。 民 主 应 是 全 过
程、面向全体人民的，
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和
意志，保障人民权利，
满足人民需求，维护人
民利益。民主制度的实
践不是刻板的，应考虑
到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
制度和历史、传统及文
化特色。各国人民有权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
主实践形式和方式。一
个国家是否民主，只能
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
判。

双方指出，中俄作
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
统的世界大国，其深厚
民主传统根植于千年发
展经验，受到本国人民
广泛支持，体现了公民
的需求和利益。中俄确
保了本国人民依法享有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
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的权利。两国人民拥有
充分的道路自信，尊重

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和
传统。

双方指出，民主原
则不仅应在国内治理也
应在全球治理层面得到
体现。个别国家企图以
意识形态划线，强迫他
国接受这些国家的“民
主标准”，通过拼凑各
种小集团、“情景式”
联盟垄断民主定义权，
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践
踏，以及对民主精神和
真正民主价值的背叛。
此类谋求霸权地位的行
径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稳
定构成严重威胁，对国
际秩序稳定造成损害。

双方坚信，捍卫民
主、人权不应成为向别
国施压的工具。双方反
对任何国家滥用民主价
值，借口维护民主、人
权干涉主权国家内政，
挑动世界分裂对抗。双
方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各
国文化和文明多样性、
不 同 国 家 人 民 的 自 决
权。双方愿同所有有意
愿的国家携手推进真正
的民主。

双 方 指 出 ， 《 联
合国宪章》和《世界人
权宣言》为全球人权事
业确立了崇高目标，制
定了基本原则，各国均
应遵循和践行。同时，
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
化、社会制度、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必须坚持人权普遍性与
各国实际相结合，按照
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保
护人权。推进和保护人
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
业，各国应同等重视、
系统推进各类人权。国
际人权合作应由各国在
平等对话基础上共商，
各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
权，各国应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
权协作与合作，加强国
际人权体系建设。

二
双方认为，和平、

发展、合作是当今国际
体系的主流。发展是实
现人民福祉的关键。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给
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严
峻挑战，完善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发
展迈向平衡、协调、包
容的新阶段至关重要。

双 方 将 积 极 推 进
共建“一带一路”与欧
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深化中国同欧亚经济联
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
高亚太地区和欧亚地区
互联互通水平。双方愿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和“大欧亚伙伴关
系”建设并行不悖、协
调发展，推动区域组织
发展及双多边经济一体
化进程，造福欧亚大陆
各国人民。

双方同意进一步深
化北极可持续发展务实
合作。双方将加强在联
合国等多边机制合作，
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
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重
要位置，呼吁发达国家
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
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更多资源，解决国家
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促进全球发
展和国际发展合作。俄
方重申愿就推进中方提
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继续
开展相关工作，包括参
与联合国平台“全球发
展 倡 议 之 友 小 组 ” 活
动。

双方呼吁国际社会
将减贫、粮食安全、抗
疫和疫苗、发展筹资、
气候变化、绿色和可持
续发展、工业化、数字
经济、互联互通等作为
重点合作领域，采取务
实行动，加快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双 方 呼 吁 国 际 社
会打造开放、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

环境，加速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挖掘
经济增长新动能。双方
呼吁各国加强可持续交
通领域合作，积极开展
交通能力建设和知识交
流，包括智能交通、可
持续交通、发展运营北
极航道等，助力全球疫
后复苏。双方为应对气
候 变 化 采 取 强 有 力 措
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双方共同纪念《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
成30周年，重申恪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及其《巴黎协定》
目标、原则和规定，特
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致力于共同推
动《巴黎协定》全面有
效实施。双方将履行各
自承诺，期待发达国家
切实落实每年1000亿美
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
资金支持。双方反对以
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设
置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双 方 坚 定 推 动 生
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与交
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进程，将共
同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
展和绿色转型，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

中 俄 元 首 肯 定 双
方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维护两国
和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开展的富有成
效的双、多边合作。双
方将继续加强疫苗和新
冠病毒药物研发生产合
作，深化公共卫生和现
代医学领域合作。双方
将加强防疫措施协调对
接，为两国人员健康、
安全、有序往来提供有
力保障。双方积极评价
两国有关部门和地方为
保障边境地区防疫和口
岸稳定运行所做工作，
将建立边境地区联防联
控机制，统筹推进边境
口岸疫情防控、信息共
享和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升口岸货运通关效
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