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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
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习近平邀请，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
马纽埃尔·马克龙于
2023年4月5日至7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在两国
即将迎来建交60周年
之际，两国元首回顾
中法关系坚实基础和
两国人民友谊，就双
边 关 系 、 中 国 - 欧 盟
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决 定 在 2 0 1 8 年 1 月 9
日、2019年3月25日和
2019年11月6日的联合
声明基础上，为中法
合作开辟新前景，为
中 国 - 欧 盟 关 系 寻 求
新动能。

一、加强政治对
话，促进政治互信

1.中法将延续两
国 元 首 年 度 会 晤 机
制。

2.中法两国强调
双方高层交往及战略
对话、高级别经济财
金对话和高级别人文
交流机制对于发展双
边合作的重要性，同
意年内举行三大机制
新一次会议。

3.中法两国重申
愿在相互尊重彼此主
权与领土完整和重大
利益基础上，推动紧
密 持 久 的 中 法 全 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
展。

4.中法两国同意
深化战略问题交流，
特别是深化中国人民
解放军南部战区与法
国军队太平洋海区之
间的对话，加强在国

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
的相互理解。

5.在中国和欧盟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周年之际，中国
重 申 致 力 于 发 展 中
国 - 欧 盟 关 系 ， 鼓 励
高层交往，推动在战
略问题上凝聚共识，
增加人员交流，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积
极 平 衡 促 进 经 济 合
作。法国作为欧盟成
员 国 ， 认 同 上 述 方
向，并将为此作出贡
献。

6.法国重申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

二、共同推动世
界安全与稳定

7.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法两国共同致力于为
国际安全和稳定面临
的挑战和威胁寻求基
于国际法的建设性解

决方案，认为应通过
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
家间分歧和争端，寻
求在多极世界里强化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
边国际体系。

8.中法两国重申
支持中国、法国、俄
罗 斯 、 英 国 和 美 国 (
五常)领导人2022年1
月3日发表的《关于
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
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 正 如 声 明 中 所 强
调，“核战争打不赢
也打不得”。两国呼
吁不采取任何可能加
剧紧张风险的行动。

9.两国愿加强协
调合作，共同维护军
控与防扩散体系的权
威性和有效性，推进
国 际 军 控 进 程 。 中
法两国重申致力于平
衡推进《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核裁军、核
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
能三大支柱，不断加
强《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普遍性、权威
性和有效性。

10.双方支持一切
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

恢复乌克兰和平的努
力。

11.双方反对针对
核电站和其他和平核
设施的武装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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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为保障扎波
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安
保所作出的努力。

12.两国强调冲突
当事方应严格遵守国
际人道法的重要性。
两国尤其呼吁根据国
际承诺保护受冲突影
响的妇女儿童，加大
对冲突地区的人道援
助 ， 提 供 安 全 、 快
速、无障碍的人道主
义援助准入。

13.双方将继续在
中法战略对话机制下
保持沟通。

14.2015年达成的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JCPOA)是多边外交
的重要成果。两国重
申致力于推动伊朗核
问题政治外交解决，
重申致力于维护国际
核不扩散体系及安理
会决议的权威性和有
效性，重申在此框架

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马克龙夫妇合影。
[新华社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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