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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4 

全面彻底裁军 

  2000年 8月 1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0年 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北京

共同签署的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的中文和俄文本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74 的文件颁发为

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公使 

王英凡 签名        根纳李 加季诺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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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8月 1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声明如

下  

 国际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中俄最高级会晤时发表的 关于世纪之交的中

俄关系 的联合声明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俄

关于<反导条约>问题磋商的新闻公报 以及一九九

九年十二月十日两国最高级会晤时发表的 中俄联合

声明 中就反导问题所作的结论和评价是正确的  

 一九七二年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以下

简称 反导条约 仍是全球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的

基石 是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扩散的关键性国际协议框架的基础 维护和

严格遵守 反导条约 是至关重要的  

 鉴此 美国建立 反导条约 所禁止的国家导弹

防御系统的计划令人深感忧虑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

这一计划的实质是谋求单方面的军事和安全优势 实

施这一计划不仅对俄罗斯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

而且也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稳定造成最

严重的消极后果 因此 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

计划  

 破坏 反导条约 将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使

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出现的积极趋势发生逆转 这无疑

不符合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主张修改裁军

领域这一基本条约的国家必将对破坏国际稳定与安

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对当前国际现实的分析表明 以某些国家的所谓

导弹威胁作为要求修改 反导条约 的借口是根本站

不住脚的 所谓 修改 反导条约 的建议 旨在

掩饰有关国家违反该条约条款行事的企图 修改 反

导条约 的文本内容 即是破坏这一条约 必将引发

一系列消极后果 在当前战略形势下 维护 反导条

约 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对国际安全领域的新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 保

护各国正当安全利益的正确途径不是破坏 反导条

约 而是推动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在国际事务中摒弃强权政治和滥用武力的做法 进一

步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 同时 重要的是 俄罗斯和

美国在严格遵守 反导条约 的基础上继续并深化削

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进程 并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吸收

其他核武器国家参加这一进程 必须通过政治 法律

和外交手段 加强国际努力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探讨逐步形成全球防止导弹及

其技术扩散监控体系的可能性 并在此领域开展广泛

的 非歧视性的对话与合作  

 反导条约 所不禁止的非战略性导弹防御以及

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应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不应导致建立和加强封闭式的军事和政治集团 不应

破坏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基于这一立场 中国

和俄罗斯对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带来上述消极

影响的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忧虑

和坚决反对 以任何形式将台湾纳入导弹防御系统都

是不可接受的 都将严重破坏地区稳定  

 第五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维护和遵守 限

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决议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

和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对有关国家大力发展破坏全

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继续予以

严重关注 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一危险事态的发

展  

 中俄两国迄今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问题

上所进行的合作是令人满意的 基于两国平等信任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就上述问题

进行密切协作 并在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框架内

在与此相关的其他领域加强合作 以维护本国 地区

和全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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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江泽民 签字       弗 弗 普京 签字  

          二 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