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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强调，新冠病毒
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基于
全球视野，由全球科学家
合作开展，反对将溯源问
题政治化。俄方欢迎中国
同世卫组织开展的联合溯
源研究，支持中国-世卫组
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双
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
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
性。

俄方支持中方成功举
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

双 方 对 两 国 体 育 和
奥运合作水平给予高度评
价，愿进一步推动相关合
作发展。

　　三
双 方 对 国 际 安 全 形

势面临的严峻挑战深表关
切，认为各国人民命运与
共，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
应脱离世界安全、以他国
安全为代价而实现自身安
全。国际社会应积极参与
全 球 安 全 治 理 ， 实 现 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安全。

双方重申相互坚定支
持彼此核心利益、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
势力干涉两国内政。

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

中 俄 反 对 外 部 势 力
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
全和稳定，反对外部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涉主权国家
内政，反对“颜色革命”
，将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协
作。

双 方 谴 责 一 切 形 式
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社
会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加强
多边反恐领域政策协调与
建设性合作。反对将反恐
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推
行“双重标准”，谴责利
用恐怖和极端组织以及打
着 打 击 国 际 恐 怖 主 义 和
极端主义旗号干涉别国内
政，实现地缘政治目的。

双 方 认 为 ， 个 别 国
家、军事政治联盟或同盟
谋求直接或间接的单方面
军事优势，通过不正当竞
争等方式损害他国安全，
加剧地缘政治竞争，渲染
对立对抗，严重破坏国际
安全秩序，破坏全球战略
稳定。双方反对北约继续
扩张，呼吁北约摒弃冷战
时期意识形态，尊重他国
主 权 、 安 全 、 利 益 及 文
明多样性、历史文化多样
性，客观公正看待他国和
平发展。双方反对在亚太
地 区 构 建 封 闭 的 结 盟 体
系、制造阵营对抗，高度
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
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
成的消极影响。中俄始终
致力于构建平等、开放、
包容、不针对第三国的亚
太地区安全体系，维护和
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欢迎《五个核武
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
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
合声明》的发表，认为所
有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
思维与零和博弈，降低核
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
作用，撤出在境外部署的
核武器，不允许毫无限制
地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切
实降低拥有军事核力量国
家之间发生核战争以及任
何军事冲突的风险。

双 方 重 申 ， 《 不 扩
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
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
石，是战后国际安全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不
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平衡
推进条约三大支柱，共同

维护条约权威性、有效性
和普遍性。

双方对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AUKUS)特别
是在核动力潜艇等涉及战
略稳定领域开展合作表示
严重关切，认为上述行为
同保障亚太地区安全与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相悖，加
剧地区军备竞赛危险，构
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双方
强烈谴责类似行为，敦促
AUKUS成员国严格履行防
止核、导弹扩散义务，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双方对日本拟将福岛
核电站事故放射性污染水
向海洋排放及其潜在环境
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强调
日本须与周边邻国等利益
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充
分协商，在公开透明、科
学论证、符合国际法基础
上，以负责任的方式妥善
处置放射性污染水。

双 方 认 为 ， 美 国 退
出《中导条约》后，加快
研发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
弹，寻求在亚太和欧洲地
区部署并向其盟友提供，
加剧紧张和不信任，增加
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削
弱 国 际 防 扩 散 和 军 控 体
系，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双方敦促美国积极回应俄
方倡议，放弃在亚太和欧
洲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
导弹计划。双方将就此保
持沟通，加强协调。

中方理解并支持俄方
提出的构建有法律约束力
的欧洲长期安全保障的相
关建议。

双方指出，美国退出
军控领域一系列重要国际
协定，对国际和地区安全
稳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美国推进全球反导计划并
在 世 界 各 地 部 署 反 导 系
统，同时强化具备执行先
发制人式打击等战略任务
能力的高精度非核武器力
量，双方对此表示关切。
双方强调和平利用外空的

重要性，坚定支持联合国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在 促 进 外 层 空 间 国 际 合
作、维护和发展外空领域
国际法及管控外空活动方
面的核心地位，并将继续
就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
续性、空间资源开发和利
用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
加强合作。双方反对个别
国家企图将外空演变成军
事对抗疆域的行为，重申
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外空武
器化和军备竞赛，反对旨
在谋求外空军事优势、实
施外空作战的相关活动，
重申应在中俄“防止在外
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
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武 力 条
约”草案基础上，尽快启
动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多边文件，为防止外
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提供
根本和可靠的保障。

中俄强调，有关透明
和增进信任措施，包括“
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
的国际倡议/政治承诺有助
于实现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的目标，但此类措施仅作
为规范外空活动的补充措
施，不应替代有效法律约
束机制。

双方重申《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是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至关重要的支柱，
决心维护《公约》的权威
性和有效性。

双 方 重 申 《 公 约 》
应得到完全遵守和进一步
加强，包括《公约》制度
化，加强《公约》机制，
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制、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议 定

书，并通过定期协商与合
作解决与公约执行相关的
任何问题。

双方强调，美国及其
盟友在境内外开展的生物
军事化活动引起国际社会
对其遵约的严重关切与质
疑。有关活动对中俄的国
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也
损害了相关地区的安全。
双方敦促美国及其盟友以
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
化活动作出澄清，同时支
持重启有法律约束力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
议定书谈判。

双方重申致力于实现
无化武世界的目标，呼吁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各
缔约国共同维护公约的权
威性和有效性。中俄对禁
止化学武器组织政治化深
表关切，呼吁缔约国加强
团结合作，维护协商一致
传统。中俄敦促美国作为
唯一未完成化武销毁的缔
约国加快库存化武销毁。

双方强调，应平衡推
进履行防扩散义务与维护
各国在先进技术、材料及
设备领域开展和平利用国
际合作的合法权益。双方
指出，由中方提出、俄方
共提的“在国际安全领域
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决议获第76届联大通过，
希望该决议按既定目标得
到贯彻执行。

双方高度重视人工智
能治理问题。双方愿就人
工智能问题加强交流与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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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