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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第六十三年

议程项目 12、17、64 和 85   

预防武装冲突   

阿富汗局势   

促进和保护人权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2008 年 9 月 19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

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随函转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吉尔吉斯共和国

总统、俄罗斯联邦总统、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2008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

尚别宣言》全文(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2、17、64 和 85 下的文件以及安全理

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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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王光亚(签名)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贝尔加内姆·艾季莫娃(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努尔贝克·金巴耶夫(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西罗吉丁·阿斯洛夫(签名)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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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9 月 19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

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和中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成员国元首在杜尚别举行元首理事会会

议，讨论了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如下： 

 一、21 世纪各国相互依存极大提高，安全和发展日益不可分割。当前，任何

一个国际问题都不可能通过武力解决，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武力因素在全球和地缘

政治中的作用。 

 企图单纯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只会阻碍局势冲突的综合解

决；只有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将各方纳入谈判进程，而不是将其孤立，才能全面

解决现存问题。以损害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巩固自身安全的企图不利于维护全球

安全和稳定。 

 元首们重申，必须尊重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根据国

际法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所作的努力。 

 二、应在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寻求应对全球性

共同威胁和挑战的有效途径，并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来实现。应发挥多边外交的作

用，摒弃对抗思维、集团政治和单边主义。 

 本组织成员国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国际安全应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全球反导系统不利于维护战略平衡、国际社会就军控和

核不扩散作出的努力、增强国家间信任和地区稳定。 

 三、本组织成员国对不久前围绕南奥塞梯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深表担忧，呼

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现有问题，致力于劝和促谈。 

 本组织成员国欢迎2008年 8月 12日在莫斯科就解决南奥塞梯冲突通过六点

原则，并支持俄罗斯在促进该地区和平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本组织成员国重申，将推动开展预防性外交，将其作为有效解决安全和

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危机方面的关键作用。 

 本组织成员国认为，预防冲突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关决议及国

际法基本准则。联合国安理会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在该领域具

有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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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地区组织潜力不断增长，在预防性外交领域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本

组织成员国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全面发展和完善联合国与地区

组织的合作。 

 五、本组织成员国主张，在解决人类资源需求问题上进行广泛国际合作，不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应寻求全球共同发展，包括在保障所有国家平等享受全球化

带来的益处基础上消除国家间的技术差距、消除贫困。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执行负责任的金融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进

行监控、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具有特殊意义。 

 六、本组织成员国对本组织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

作不断巩固表示满意，将发挥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作用，使成员国安全合作提高到

一个新水平。 

 本组织成员国重申，应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核心协调作用，坚

定不移地推进《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尽快商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

约》。 

 本组织成员国将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愿进行密切合

作，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 1624 号决议，并开展文明和文化间对话。在此情况下，

依靠公民社会、实业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十分重要。 

 七、元首们强调，第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62/17 号决议——《从国际安

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愿共同推动落实文件中提出的

建议。 

 元首们指出，本组织框架内在建立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合作的国际法基础和具

体合作机制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果。 

 八、元首们支持本组织与联合国，以及独联体、东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

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根据已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深

化合作。 

 九、元首们强调，在考虑到各方关切的前提下，本组织成员国就有效合理利

用水能资源开展对话十分重要。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成员国密切合作开发新型能源技术具有特殊

意义。因此，本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制定共同立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后

果，发展环保清洁型能源。 

 十、本组织成员国重申恪守保护和促进人权领域的基本文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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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根据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本国法律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少数

民族的权利； 

 ㈡ 就履行人权领域的国际条约问题交流经验； 

 ㈢ 落实人文领域现行的多边和双边条约； 

 ㈣ 加强在联合国人权领域的磋商与合作； 

㈤ 就人文合作和促进保障人权问题与其他地区组织和一体化机制合

作。 

 十一、本组织成员国指出，中亚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日益上升。本组织的

蓬勃发展将促进本地区巩固战略稳定、维护和平与安全、开展经济和人文等多领

域合作。 

 十二、安全领域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挑战成为扰乱本地区局势的因素。阿富汗

局势仍在发展，毒品走私规模扩大，跨国有组织犯罪猖獗，因此必须加强合作，

建立对上述威胁和挑战进行共同分析、预防和反应的机制。 

 元首们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应与阿富汗伊

斯兰共和国政府、邻近国家及其他有关国家合作，更加关注打击阿富汗毒品生产

和走私问题。元首们建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例行讨论阿富汗局势时将这一任务列

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权限。 

 本组织成员国将继续共同努力，与有关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紧密合作，建

立广泛的伙伴关系网，应对恐怖主义和毒品威胁。 

 元首们强调，在对阿富汗工作方面，应加强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

的工作，筹备召开本组织倡导的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讨论共同打击恐怖主

义、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问题。 

 十三、元首们认为，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是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体系的重

要步骤。2006 年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将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打击国际核

恐怖主义，防止非国家实体掌握核材料、核技术。 

 十四、上海合作组织奉行开放原则，愿与所有赞成本组织宗旨和原则的国际

和地区组织进行建设性对话，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开展自身活动。

鉴此，本组织愿研究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以保障地区稳定、

安全与和谐发展，最大限度地惠及本组织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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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俄罗斯联邦总统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于杜尚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