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23 

防止对外空物体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提供
根本和可靠的保障。
双方赞同在全球范围
内推行不首先在外空
部 署 武 器 的 国 际 倡
议 / 政 治 承 诺 ， 以 巩
固国际和平，确保平
等和不可分割的普遍
安全，提升各国出于
和平目的外空研究和
利用活动的可预见性
和可持续性。

双方高度重视人
工智能治理问题，愿
就人工智能问题加强
交流与合作。

双方反对信息和
通 信 技 术 领 域 军 事
化 ， 反 对 限 制 正 常
信息通信和技术发展
与合作，支持在确保
各国互联网治理主权
和安全的前提下打造
多边公平透明的全球
互 联 网 治 理 体 系 。
双方欢迎联合国2021
－2025年信息和通信
技术使用安全问题和
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
组作为联合国在国际
信息安全领域唯一进
程开展工作。双方认
为，应制定信息网络
空间新的、负责任的
国家行为准则，特别
是普遍性国际法律文
书。中方《全球数据
安全倡议》和俄方关
于国际信息安全公约
的概念文件将为相关
准则制定作出重要贡
献。双方支持联合国
特设委员会制定打击
以犯罪为目的使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全面
国际公约。

八
双方为应对和适

应气候变化采取强有
力措施，积极开展合
作，建设和运行温室
气 体 排 放 权 交 易 系
统，自愿实施气候项
目，就减缓和适应全
球变暖等议题在国家
和地区间开展经验交
流，作出重要贡献。

双方重申恪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目标、原则和规定，
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
的 责 任 原 则 ， 坚 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推
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
实施。双方强调，加
速来自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
对强化减缓行动、处
理资金获取方式不平
等的问题至关重要。
双方反对以应对气候
变化为由设置贸易壁
垒和将气候议题政治
化。

双方高度赞赏中
方主持的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15
次缔约方大会成果，
希望该成果为推动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
程作出积极贡献。双
方坚定推动生物多样
性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落实“昆明－蒙
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目标，共同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助力全球可持续

发展。
九

双方认为，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
须得到遵守，国际法
必须得到尊重。俄方
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
兰 问 题 上 的 客 观 公
正立场。双方反对任
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为
谋求军事、政治和其
他优势而损害别国的
合理安全利益。俄方
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
和谈，中方对此表示
赞赏。俄方欢迎中方
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
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
挥积极作用，欢迎《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
危机的中国立场》文
件中阐述的建设性主
张。双方指出，解决
乌克兰危机必须尊重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
防止形成阵营对抗，
拱 火 浇 油 。 双 方 强
调，负责任的对话是
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
途径。为此，国际社
会应支持相关建设性
努力。双方呼吁各方
停止一切促使局势紧
张 、 战 事 延 宕 的 举
动，避免危机进一步
恶化甚至失控。双方
反对任何未经联合国
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
裁。

双方敦促北约恪
守作为区域性、防御
性组织的承诺，呼吁
北约尊重他国主权、
安全、利益及文明多
样性、历史文化多样

性，客观公正看待他
国和平发展。双方对
北约持续加强同亚太
国家军事安全联系、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表
示严重关切。双方反
对在亚太地区拼凑封
闭排他的集团架构，
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
对抗。双方指出，美
国 抱 守 冷 战 思 维 ，
推行“印太战略”，
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
成消极影响。中俄致
力 于 构 建 平 等 、 开
放、包容，不针对第
三国的亚太地区安全
体系，以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认为，维护
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
符合相关各方利益。
双方反对域外军事力
量 破 坏 地 区 和 平 稳
定，呼吁有关国家摒
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
态偏见，保持克制，
不采取危害地区安全
的行动。

双方对朝鲜半岛
局势表示关切，敦促
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
制，努力推动局势缓
和，美方应以实际行
动回应朝方正当合理
关切，为重启对话创
造条件。双方始终坚
持主张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包括实现半岛
无核化，共同倡导推
动建立半岛和平与安
全机制，认为制裁施
压不可取也行不通，
对话协商才是解决半
岛问题的唯一出路。

双方将继续紧密沟通
协作，按照“双轨并
进”思路和分阶段、
同步走原则，不断推
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双方呼吁有关
各方积极呼应中俄劝
和促谈共同努力，并
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建
设性作用。

双方主张维护中
东地区和平稳定，支
持地区国家加强战略
自主，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热点问题，反对
干涉地区国家内部事
务。双方欢迎沙特和
伊朗通过对话实现关
系正常化，支持在“
两国方案”基础上全
面、公正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支持叙利亚
主 权 、 独 立 和 领 土
完整，推动由叙人主
导、叙人所有的一揽
子政治解决进程。主
张维护利比亚主权、
独 立 和 领 土 完 整 ，
推动由利人主导、利
人所有的一揽子政治
解决进程。双方将就
各自提出的海湾地区
安全倡议加强沟通对
接，携手构筑海湾地
区集体安全架构。

双方认为，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为地区
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同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方面具有合作潜
力。

双 方 愿 加 强 合
作，支持中亚国家维
护本国主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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