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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北 京 2 月
24日电 2月24日，中
国外交部发布《关于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文件。
文件共1200余字，涉
及十二个具体方面。

一、尊重各国主
权。公认的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
遵守，各国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
得到切实保障。国家
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一律平等，各方要
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国际法应当

得到平等统一适用，
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二、摒弃冷战思
维。一国的安全不能
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
价，地区安全不能以
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
团来保障。各国的合
理安全利益和关切都
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
决。复杂问题没有简
单解决办法。应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着
眼世界长治久安，推
动构建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
构，反对把本国安全
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

基础之上，防止形成
阵营对抗，共同维护
亚欧大陆和平稳定。

三、停火止战。
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各方应保持理性和克
制，不拱火浇油，不
激化矛盾，避免乌克
兰危机进一步恶化甚
至失控，支持俄乌相
向而行，尽快恢复直
接对话，逐步推动局
势降级缓和，最终达
成全面停火。

四、启动和谈。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
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
路。一切有利于和平
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
得到鼓励和支持。国
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
谈正确方向，帮助冲
突各方尽快打开政治
解决危机的大门，为
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和
提供平台。中方愿继
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

用。
五、解决人道危

机。一切有利于缓解
人道危机的举措都应
得到鼓励和支持。人
道主义行动必须遵守
中立、公正原则，防
止 将 人 道 问 题 政 治
化。切实保护平民安
全，为平民撤离交战
区 建 立 人 道 主 义 走
廊。加大对相关地区
的人道主义援助，改
善人道主义状况，提
供快速、安全、无障
碍的人道主义准入，
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
道主义危机。支持联
合国在对冲突地区人
道援助方面发挥协调
作用。

六、保护平民和
战俘。冲突当事方应
严 格 遵 守 国 际 人 道
法，避免袭击平民和
民用设施，应保护妇
女、儿童等冲突受害
者，尊重战俘的基本
权利。中方支持俄乌
交换战俘，各方应为
此 创 造 更 多 有 利 条
件。

七、维护核电站
安全。反对武装攻击
核 电 站 等 和 平 核 设
施。呼吁各方遵守核
安全公约等国际法，
坚决避免出现人为核
事故。支持国际原子
能机构为促进和平核
设施的安全安保发挥
建设性作用。

八、减少战略风
险。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应反
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防止核扩散，

避免出现核危机。反
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
况下研发、使用生化
武器。

九、保障粮食外
运。各方应均衡全面
有效执行俄罗斯、土
耳其、乌克兰和联合
国签署的黑海粮食运
输协议，支持联合国
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中方提出的国际粮食
安全合作倡议为解决
全球粮食危机提供了
可行方案。

十、停止单边制
裁。单边制裁、极限
施压不仅解决不了问
题，而且会制造出新
的问题。反对任何未
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
制裁。有关国家应停
止对他国滥用单边制
裁和“长臂管辖”，
为乌克兰危机降温发
挥作用，也为发展中
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
民生创造条件。

十一、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各方
应切实维护现有世界
经济体系，反对把世
界经济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共同减
缓危机外溢影响，防
止国际能源、金融、
粮贸、运输等合作受
到干扰，损害全球经
济复苏。

十二、推动战后
重建。国际社会应采
取措施支持冲突地区
战后重建。中方愿为
此提供协助并发挥建
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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