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9-10841 (C) 270619 010719 

  

 

  2019 年 6 月 11 日中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和俄罗斯联邦

常驻代表致裁谈会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 2019 年 6 月 5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

通过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谨随函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19 年 6 月 5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的中文和俄文

文本。 

 谨请将此信及所附文本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中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 

大使 

李松 (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 

大使 

根纳季·加季洛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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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本着两国平等信任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和对保障国际安全肩负的责任，考虑到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声明

如下。 

 双方认识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双方决心深化战略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坚定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双方决心继续遵循 2016 年 6 月 25 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

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精神，并重申该声明所述原

则具有重要意义。 

 个别国家出于自身地缘政治甚至商业利益考虑，按照自身需要破坏或改变现

行军控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体系的行为十分危险，中俄对此感到忧虑。

为谋求军事领域战略优势，意图实现“绝对安全”，获得不受限制的向对手进行

军事政治施压的能力，那些国家正肆意破坏稳定维护机制。 

 双方强调维持良好大国关系对解决全球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性，核武器国家对

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应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彼此关切，增

进互信水平，巩固共同安全，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 

 双方特别指出，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停止毫无限制地发

展全球反导系统，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降低核战争威胁。 

 《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在过去 30 年里曾是维护战略稳定体

系的基础之一，美国 2001 年宣布退出该条约是其加强全球反导系统建设的序

曲。美相关行动，特别是其战略反导系统的发展以及在全球不同地区和外空部署

计划持续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安全稳定造成严重消极影响。 

 美国决定退出《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将破

坏战略稳定，加剧紧张和不信任，骤增核导领域不确定性，引发军备竞赛，并使

世界多个地区冲突风险上升。中俄两国主张条约当事方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分

歧，恢复条约活力，防止事态朝上述方向发展。双方将就此保持密切对话，协调

立场。 

 破坏《中导条约》体系对将于 2021 年 2 月到期的《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前景同样构成不利影响。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

的核国家间将数十年来首次面临相互监督和彼此透明机制被完全破坏的风险，为

多边核裁军创造前提的努力将受到严重消极影响，现已为世界局势带来巨大困

难，损害国际安全。 

 双方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当今国际安全体系的基础之一，

是一份独特的国际条约，实现了不扩散核武器、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平等

合作的和谐统一。双方主张强化核不扩散体系，呼吁 NPT 所有缔约国积极落实

历届审议大会成果文件，积极推进 NPT 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

支柱，推动 NPT2020 年审议大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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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认为，一些国家在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身义务方面的不负责任

态度不可接受。有关国家应摈弃核共享政策，使所有部署在核武器国家境外的核

武器返回其本土。 

 双方强调，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具有重要意义，重申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2231 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一如既往持续无条件落实所达

成的协议。双方满意地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报告仍明确证实，伊方不折不

扣履行了全面协议所有义务，认为美方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不可接受。双方呼吁

伊方不采取进一步停止履行全面协议的举措，其他方均应履行自身义务。 

 双方认为，禁止核试验是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的重要一步，也是实现世界稳

定和普遍安全的重要内容。双方还坚定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俄双方

指出，美国宣布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而决定着手准备核试验场

以考虑恢复核试验，这将严重损害该条约。双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条约早日生效。 

 双方认为军备控制是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手段。联合国及其多边裁军

机制应在军控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主张合力推动多边主义，应就军控领域

重大问题恢复开展多边工作，实现该工作去政治化。军控领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都应遵循 1978 年联合国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各项基本原则，特别

是裁减和限制军备措施应具有公正、平衡性，且有助于巩固每个国家的安全。 

 外空军备竞赛及外空演变为军事冲突疆域的现实前景威胁战略稳定，引发严

重关切。禁止在外空放置任何类型武器有助于防止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各国首先应不折不扣遵守关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际法，促进国际和平与安

全，推进国际合作，扩大国与国间共识。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完善相关法律

体系。 

 中俄欢迎联合国政府专家组开展工作，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包括就防止在

外空放置武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实质要素进行审议并提出建

议，对美国阻挡专家组通过报告表示遗憾。 

 双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在中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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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为防止外

空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提供可靠保障。裁军谈判会议是举行多边裁军谈判的唯

一场所，应在全面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国际协定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透明和加强

信任措施有助于防止外空武器化。中俄双方认为，国际社会应积极致力于推动作

出有关“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政治承诺的国际倡议。 

 《禁止发展、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应得到遵守和强化，包括通过达成含有有效核查《公约》履

行机制的议定书，实现共同应对《公约》框架下的存疑活动等方式。双方反对建

立与《公约》功能重复且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运作的国际机制。 

 双方高度评价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为构建无化武世界所作贡献，强调《关于禁

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完整性、有效性

和普遍性对维护《公约》宗旨和实现《公约》目标、维护和平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国际社会应坚持以非政治化原则在《公约》框架内研究有关指称使用化武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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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武器被频繁用于实施恐怖活动和挑衅行为，极端组织具备生产化学武器

能力引发严重关切。为应对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应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制

定“制止生化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举行多边谈判。 

 双方认为新兴科技发展及其军事化应用将影响军控进程，并进而影响到国际

安全，也会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不良后果、改变战争形态和方式、衍生新危险和

新风险、引发新的法律和政治外交难题。双方愿加强协作，共同分析战略新疆域

安全治理。双方并主张国际社会以联合国为平台，研究科技发展成果对国际安全

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法制化规范，同时确保各方平等参与，充分反映各方立场和

关切。 

 中俄一贯坚持共同维护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扩散和军控领域国际机制体系，双

方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支持，并对旨在破坏军控、裁军及防扩散现行协定体系的行

为后果进行妥善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签名) 

俄罗斯联邦总统 

弗·弗·普京 (签名)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于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