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22

上接739期24版
六

双方将继续密切
协作，推动上海合作
组织在维护所在地区
和平、安全与稳定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和影
响。双方将同其他成
员国一道完善上海合
作组织现阶段工作，
有效应对新挑战和新
威胁，深化亚欧地区
经贸、人文领域多边
互利合作。

俄方高度赞赏中
方 成 功 主 办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十 四 次
会晤。双方愿同金砖
国家其他成员共同努
力，落实历次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共识，
深 化 各 领 域 务 实 合
作，积极推动金砖国
家和新开发银行扩员
相 关 讨 论 ， 积 极 开
展“金砖+”合作和
金砖外围对话，维护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

双方将加强在中
俄印、中俄蒙以及东
亚峰会、东盟地区论
坛、东盟防长扩大会
等平台的协作。中俄
将就深化同东盟合作
加强协调，继续推动
巩固东盟在地区架构
中的中心地位。

双方认为，应进
一步加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作为政府间人
文交流普遍性平台的
作用，维护真正的多
边主义，推动该平台
上相互尊重的专业对

话，促进成员国高效
沟通，达成共识，增
进团结。双方鼓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同上
海合作组织基于《上
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
作谅解备忘录》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合
作。

双方致力于加强
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
机制下相互协调，推
动二十国集团应对国
际 经 济 金 融 突 出 挑
战，完善公正合理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
局，提升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
发言权。双方支持非
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
团。

双方将加强在亚
太经合组织框架下协
调配合，推动全面平
衡落实布特拉加亚愿
景，推动2040年建成
开放、活力、强韧、
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双方将就支持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多 边 贸 易
体系、打击包括非法
单边贸易限制在内的
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协
作，就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等世界贸易组织
议程加强对话，特别
是推动在2024年前恢
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
运转，推动投资便利
化、电子商务等联合
倡议谈判成果落地，
使世界贸易组织在全

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双方坚决谴责将
多边平台政治化，以
及某些国家在多边平
台议程中塞入无关问
题、冲淡相关机制首
要任务的企图。

七
双方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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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重
申“核战争打不赢也
打不得”。双方呼吁
联合声明所有签署国
遵循该声明理念，切
实降低核战争风险，
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
发任何武装冲突。在
核武器国家关系恶化
背景下，减少战略风
险的措施应有机地融
入到缓和紧张局势、
构建更具建设性的关
系以及最大程度化解
安全领域矛盾的总体
努力中。所有核武器
国家都不应在境外部
署核武器并应撤出在
境外部署的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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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
重申恪守条约义务，
并将继续协作，致力
于维护和加强条约，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与 安
全。

双方对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建立“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 A U K U S ） 及 相 关

核 动 力 潜 艇 合 作 计
划对区域战略稳定产
生的后果和风险表示
严重关切。双方强烈
敦 促 A U K U S 成 员 国
严格履行不扩散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的义务，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

双方对日本计划
今年向海洋排放福岛
核电站事故放射性污
染水表示严重关切，
强调日本必须与周边
邻 国 等 利 益 攸 关 方
及有关国际机构展开
透明充分协商。双方
敦促日本以科学、透
明、安全的方式妥善
处置放射性污染水，
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及利益攸关国家的
长期监督，有效保护
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
健康权益。

双方重申早日恢
复完整、有效执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
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
号决议的重要性，呼
吁有关各方作出政治
决断，推动全面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取得积
极成果。

双方重申《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应得
到充分遵守和不断加
强，并使其制度化，
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
制 、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的议定书。双方对
美国在其境内外严重
威胁别国并损害有关
地区安全的生物军事

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美国就此作出澄
清，不得开展一切违
反《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的生物活动，不
再阻挠建立公约框架
内履约核查机制。

双方致力于实现
无化武世界的目标，
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政治化深表关切。双
方敦促美国作为唯一
未完成化武销毁的缔
约国加快库存化武销
毁，敦促日本尽快完
成遗弃在华化学武器
的销毁。

中俄对美国加快
全球反导体系建设并
在世界各地部署反导
系统、强化失能性高
精度非核武器战略打
击能力、推进在亚太
和欧洲地区部署陆基
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并
向其盟友提供表示关
切，敦促美国停止为
维持自身单方面军事
优势而破坏国际和地
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
定。

中俄反对个别国
家企图将外空演变成
军 事 对 抗 疆 域 的 行
为，反对利用外空实
现军事优势和采取军
事行动。双方主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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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启动具有法律约
束 力 的 多 边 文 书 谈
判，为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外空武器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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