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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科技成果产业
化等方面合作潜力，
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及
全球发展共性问题联
合攻关，包括应对及
适应气候变化问题。
在 人 工 智 能 、 物 联
网、5G、数字经济、
低碳经济等技术与产
业领域探索合作新模
式。

双方将加强两国
博物馆、图书馆、美
术馆、剧院等文化、
文学、艺术机构交流
交往。双方将拓展旅
游合作和往来，鼓励
构建舒适旅游环境。

双方将深化医疗
卫生领域合作，扩大
科研和高等医学教育
领域交往，加强药品
和医疗器械监管领域
交流合作，在灾害医
学 、 传 染 病 、 肿 瘤
学、核医学、妇幼保
健、眼科、精神病学
等领域开展合作，在
世界卫生组织、金砖
国 家 、 上 海 合 作 组
织、二十国集团、亚
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
台加强相关合作。

双方将继续开展
卫生防疫合作，应对
疫情威胁。双方将共
同反对借在国际组织
框架内形成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机制，谋求
限制各国在传染病防
治及预警和应对生物
威胁方面主权权利的
企图。

双 方 高 度 评 价
2022－2023年中俄体

育交流年取得的积极
成果，将继续加强各
领域体育合作，促进
两国体育运动事业共
同发展。中方支持俄
方2024年在俄罗斯喀
山举办国际电子竞技
赛事“未来运动会”
。双方反对体育政治
化，希望发挥体育独
特作用，促进团结与
和平。

双方欢迎国际奥
委会和亚奥理事会有
关倡议和决定，共同
捍 卫 奥 林 匹 克 价 值
观，愿为符合条件的
各国运动员搭建良好
参赛平台。

双方将继续加强
在海洋科学研究、海
洋生态保护、海洋防
灾减灾、海洋装备研
发等领域合作，持续
深 化 在 极 地 科 学 研
究、环境保护和组织
科 考 等 方 面 务 实 合
作，为全球海洋治理
贡献更多公共产品。

双方愿携手提升
应急管理合作水平，
在航空救援技术、应
急监测预警、人才培
养等领域开展合作，
组织包括边境地区在
内的应急救援联演联
训，加强海上搜救信
息共享与合作。

双方愿加强广播
电视网络视听领域政
策沟通合作，促进联
合制作、节目互播、
技 术 研 发 应 用 等 合
作，推动产业共同发
展。

双方同意加强媒

体、智库、出版、社
科、档案、文艺等领
域交流合作。

双方将在加强青
年思想道德教育方面
开展合作，为两国青
少 年 自 我 成 才 、 创
业、创新、创意和其
他成长型活动提供机
遇，加强两国青年直
接交往，拓展联合青
年项目。

双方将继续开展
志愿服务、创业、产
业创新和创意、少儿
团体等领域的双边活
动，在联合国、金砖
国 家 、 上 海 合 作 组
织、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和二十
国集团框架内多边青
年平台上相互协调，
进一步深化协作。

五
双方重申致力于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
主义、单边主义、强
权政治，反对冷战思
维，反对阵营对抗，
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
的小圈子。

俄方指出，中方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对加强国
际社会团结、合力应
对共同挑战具有积极
意义。中方积极评价
俄方为推动构建公正
的多极化国际关系所
作建设性不懈努力。

双方支持建设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 维
护 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呼
吁打造开放、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发展
环境，反对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行为，反
对“筑墙设垒”、“
脱钩断链”，反对单
边制裁和极限施压。

俄方高度评价全
球发展倡议，将继续
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工作。双
方将继续推动国际社
会聚焦发展问题，增
加发展投入，共同推
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峰会取得积极成
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双方对国际安全
面 临 的 严 峻 挑 战 深
表 关 切 ， 认 为 各 国
人民命运与共，任何
国家都不应以他国安
全为代价实现自身安
全。双方呼吁国际社
会本着共商共建原则
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
理，切实巩固全球战
略稳定和维护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用好军控、
裁军和防扩散等国际
机制。为此，双方重
申有必要综合施策，
与时俱进完善国际安
全架构，赋予其更强
韧性。该架构的核心
支柱之一应是商定并
恪守在当前历史阶段

和平共处的原则和规
定，将国与国之间发
生冲突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负有特殊
责任，更应最大限度
避免冲突。

双方谴责一切形
式 的 恐 怖 主 义 ， 致
力 于 推 动 国 际 社 会
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 全 球 反 恐 统 一 战
线，反对将打击恐怖
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
政治化、采取“双重
标准”，谴责打着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
端主义旗号以及利用
恐怖和极端组织干涉
别国内政、实现地缘
政治目的的行径。应
对“北溪”管线爆炸
事 件 进 行 客 观 、 公
正、专业的调查。

双方决心继续在
地 区 和 全 球 安 全 事
务 中 密 切 协 作 ， 包
括共同落实全球安全
倡议，就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
见、协调立场，为维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
献力量。

双方为应对新冠
疫 情 全 球 大 流 行 、
维 护 两 国 和 世 界 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开展了富有成效的
双多边合作。双方支
持两国深化疫情信息
交流，加强在世界卫
生组织等平台协调配
合，共同反对病毒溯
源政治化图谋。

未完 下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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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