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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一)

新华社莫斯科3
月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
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

应俄罗斯联邦总
统普京邀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于2023年3月20日至22
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
国事访问。两国元首
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习近平主席还同俄罗
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
斯京举行会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俄罗斯联邦（以下
称“双方”），声明
如下：

一
在双方不懈努力

下，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
续向前发展。双方重
申遵循2001年7月16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2021年6月28日发
表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签署20周年的
联合声明》和2022年
2月4日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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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的原则和精神发展双
边关系。

双方指出，中俄
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
期的军事政治同盟，
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
系 模 式 ， 具 有 不 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
第三国的性质。中俄
关系成熟、稳定、自
主、坚韧，经受住了
新冠疫情和国际风云
变幻的考验，不受外
部影响，展示出生机
活力。两国人民世代
友好具有坚实根基，
两国全方位合作具有
广阔前景。俄罗斯需

要繁荣稳定的中国，
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
俄罗斯。

中俄视彼此为优
先合作伙伴，始终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
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
典范。在元首外交引
领下，双方保持各层
级密切交往，就彼此
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
沟通，增进互信，确
保双边关系始终高水
平运行，并愿进一步
深化两国关系和发展
各领域对话机制。

双方指出，当前
世界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格局深刻调整，
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多极化国际
格局加速形成，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地
位普遍增强，具有全
球影响力、决心捍卫
本国正当权益的地区
大 国 不 断 增 多 。 同
时，霸权主义、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依然
横行，用“基于规则
的秩序”取代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
行径不可接受。

应秉持普遍、开
放、包容、非歧视和
兼 顾 各 方 利 益 的 原
则，实现世界多极化
和各国可持续发展。
中俄呼吁各国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对话
而不对抗，包容而不
排他，和睦相处，合
作共赢，促进世界的
和平与发展。

在这一形势下，
双方保持密切外交协
调，开展紧密多边协
作，坚决捍卫公平正
义，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

双方强调，巩固
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
作出的战略选择，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符合时代发
展潮流，不受外部影
响。双方将：

——以两国元首
共识为引领，确保双
边关系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行。

——在维护各自
核心利益，首先是主
权 、 领 土 完 整 、 安
全、发展问题上互予
坚定支持。

——秉持互利原
则，在现代化建设过
程中持续深化和拓展
务实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和繁荣，更好造
福中俄两国人民。

——促进两国人
民相知相亲，不断夯
实两国世代友好的社
会民意基础。

——推进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推
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
公 正 合 理 的 方 向 发
展。

二
双方指出，各国

自身历史、文化、国
情不同，都有自主选
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不存在高人一等的“

民主”，双方反对把
本 国 价 值 观 强 加 于
人，反对以意识形态
划线，反对所谓“民
主对抗威权”的虚伪
叙事，反对将民主、
自由作为向别国施压
的借口和政治工具。
俄方高度重视中方提
出的全球文明倡议。

双方指出，实现
人人享有人权，是人
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各国都有权利自主选
择人权发展道路，不
同文明、不同国家应
该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交流、相互
借鉴。双方将坚定不
移推进本国人权事业
和世界人权事业。

俄方支持中方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中
方支持俄方实现2030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

双方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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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举措。

双方同意加强涉
外法治和立法经验交
流，为中俄关系发展
和两国对外合作提供
法律保障。

双方将继续开展
中央及其下属机构之
间，以及战略安全磋
商和执法安全合作机
制框架下高级别代表
之间的互信对话。双
方将促进两国政党交

当地时间3月21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会见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