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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方 重 申 将 深 化 国
际信息安全领域协作，推
动构建开放、安全、可持
续、可及的信息通信技术
环境。双方强调《联合国
宪 章 》 确 立 的 不 使 用 武
力、尊重国家主权和基本
人权及自由、不干涉内政
等原则适用于信息空间，
重申联合国在应对国际信
息安全威胁领域的关键作
用，支持联合国制定该领
域新的国家行为准则。

双 方 欢 迎 在 统 一 的
机制框架内开展国际信息
安全领域全球谈判，支持
联合国2021-2025年信息安
全开放式工作组的工作，
愿在该工作组内发表共同
立场。双方认为，应联合
国际社会制定信息网络空
间新的、负责任的国家行
为准则，包括具有法律效
力的规范各国信息通信技
术领域活动的普遍性国际
法律文件。双方认为由中
方提出、俄方原则支持的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
工作组讨论制定数据安全
等国际信息安全威胁的应
对措施提供了基础。

双 方 重 申 支 持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7 4 / 2 4 7 号 和
75/282号决议，支持特设
政 府 间 专 家 委 员 会 的 工
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
谈判制定打击为犯罪目的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国
际公约，倡导各方建设性
参与谈判，确保根据联大
第75/282号决议尽早达成
一项具有权威性、普遍性
的全面公约并向第78届联
大提交。中俄已共同提交
公约草案作为相关谈判基

础。

双 方 支 持 打 造 国 际
化的互联网治理体系，认
为各国平等享有互联网治
理权，主权国家有权管控
和保障本国网络安全，任
何企图限制国家网络主权
的行为不可接受，应促进
国际电信联盟在解决有关
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

双 方 将 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
邦政府关于在保障国际信
息 安 全 领 域 合 作 协 定 》
(2015年5月8日签署)为基
础，深化保障国际信息安
全领域双边合作，并商定
近期将通过两国该领域合
作计划。

　　四

双 方 强 调 ， 中 俄 作
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将坚持责
任道义，坚定维护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协
调作用的国际体系，坚定
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在内的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
荣 稳 定 、 公 平 公 正 的 世
界，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

俄 方 积 极 评 价 中 方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该理念有助于加
强国际社会团结，合力应
对共同挑战。中方积极评
价俄方为推动构建公正的
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所作

努力。

双 方 坚 定 捍 卫 二 战
胜 利 成 果 和 战 后 国 际 秩
序，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
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否
定、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
的图谋。

为 防 止 世 界 大 战 悲
剧重演，双方坚决谴责为
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侵
略者及其帮凶推卸历史罪
责和污蔑抹黑战胜国的行
为。

双 方 倡 导 并 推 动 建
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 作 共 赢 的 新 型 大 国 关
系，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
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
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
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
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
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
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双 方 重 申 ， 国 际 社
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
作不要对抗。双方反对国
际 关 系 退 回 大 国 对 抗 、
弱 肉 强 食 的 时 代 。 反 对
企图以个别国家和国家集
团制定的“小圈子”规则
取代普遍认同的、符合国
际法的安排和机制，反对
以未达成共识的规避方案
解决国际问题，反对强权
政治、霸凌行径、单边制
裁和“长臂管辖”，反对
滥用出口管制，支持并促
进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贸
易。

双 方 重 申 将 加 强 对
外 政 策 协 调 ， 践 行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 加 强 在 多
边机制内合作，捍卫共同
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力
量平衡，携手完善全球治
理。

双 方 支 持 和 维 护 以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
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双方将就共同
关切的经贸问题加强对话
合作和立场协调，为保障
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长期稳定运转作出贡献，
推 动 构 建 更 加 开 放 、 包
容、透明、非歧视的国际
经贸规则体系。

双 方 支 持 二 十 国 集
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
论坛和危机应对重要平台
作用，共同推动二十国集
团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在
国 际 抗 疫 、 恢 复 世 界 经
济 、 促 进 包 容 可 持 续 发
展、完善公正合理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
引领作用，合力应对全球
性挑战。

双 方 支 持 金 砖 国 家
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拓展
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
文交流三大方向合作，促
进公共卫生、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领域
合作，提高金砖国家国际
协 作 水 平 。 双 方 致 力 于
将“金砖+”模式和金砖
对话会作为同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区域一
体化机制和组织的有效对
话机制。

　　
俄 方 将 全 力 支 持 中

方做好2022年金砖国家主
席国工作，共同推动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取得丰硕成果。

双 方 将 全 面 增 强 并
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
的作用，推动在公认的国
际法准则，多边主义，平
等、共同、不可分割、综
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基
础 上 构 建 多 极 化 世 界 格
局。

双 方 认 为 贯 彻 落 实
关于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
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的共
识至关重要，为此双方支
持扩大上合组织地区反恐
怖机构职能。

双 方 将 推 动 上 合 组
织成员国经济合作提质升
级，继续加强成员国之间
贸 易 、 产 业 、 交 通 、 能
源、金融、投资、农业、
海关、电信、创新等共同
感兴趣领域的合作，开展

先进、资源节约、节能、
绿色技术应用。

双 方 指 出 ， 《 上 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
信 息 安 全 政 府 间 合 作 协
定》(2009年6月16日签署)
、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际信
息安全专家组框架内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欢迎2021
年9月17日由上合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在杜尚别
通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保障国际信息安全2022-
2023年合作计划》。

双 方 认 为 ， 人 文 合
作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要
意义不断提升。双方将进
一步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
文 化 、 教 育 、 科 技 、 卫
生、环保、旅游、人员交
往、体育合作，增进成员
国人民相互了解。

双 方 将 继 续 巩 固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作 为 区 域 主
要 多 边 经 济 对 话 平 台 的
作用，加强落实《2040年
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
愿景》方面协作，构建自
由 、 开 放 、 公 平 、 非 歧
视、透明和可预测的区域
贸易投资环境，重点加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
经济复苏，推动各领域数
字化转型，振兴偏远地区
经济，并支持亚太经合组
织同其他区域多边组织开
展上述领域协作。

双 方 将 继 续 在 中 俄
印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
加强在东亚峰会、东盟地
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
等平台中的协作。中俄支
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
心地位，继续就深化同东
盟合作加强协调，共同推
动 公 共 卫 生 、 可 持 续 发
展、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
等方面合作，强化东盟作
为构建区域架构关键组成
部分的角色。

二 〇 二 二 年 二 月 四
日于北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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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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