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16-12040 (C) 230916 260916 

  

  2016 年 7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和

俄罗斯联邦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裁谈会秘书长的信，

其中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发表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

声明全文 

 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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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关

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的中文和俄文案文。 

 谨请将此信及其所附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 

代表团团长 

裁军事务大使 

傅聪(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大使 

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签名) 

  

 
* 2016 年 9 月 26 日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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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件：中文和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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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

战略平衡与稳定，声明如下。 

 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

忧。这一趋势的危险性首先在于，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

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

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

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

与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全面裁军的理念背道而驰。 

 一些谋求获得军事优势地位的国家和联盟顽固拒绝讨论削减和限制保障其拥

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武器，这正是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破坏的重要根源。 

 反导领域的形势发展尤其令人担忧。单方面发展并在世界各地部署战略反导

系统的非建设性行为，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也破坏

了制定和通过多边政治－外交手段应对导弹及导弹技术扩散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力量往往以臆想的理由为借口，在欧洲部署“岸基宙斯

盾系统”，在亚太地区部署或计划在东北亚部署“萨德”系统。这与导弹扩散领

域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威胁毫不相干，与其宣称的目的也明显不符，并将严重损害

包括中、俄在内的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益，中俄两国对此强烈反对。 

 某些国家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会严重破

坏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外空武器化和将外空变为军事对抗区域的威胁正在上升。这一趋势的发展将

破坏战略稳定，进而威胁国际安全。在此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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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0 日提交日内瓦裁

军谈判会议更新草案)基础上，启动谈判进程，制定确保外空非武器化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推动关于“不首先在外空部署

武器”的国际倡议和政治义务具有重要意义。这与中俄共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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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宗旨相一致，有利于实现防止

外空武器化目标。 

 军备控制是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手段。该领域的任何措施都应遵循

1978 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签署的最终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这

些原则完全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裁军和军备控制应当是公正和平衡的，应有利

于巩固每个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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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国家行为体为实施恐怖活动和暴力极端活动获取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危险性

不断上升，令人高度关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次使用化

学武器的事件就是例证。应对这种威胁的途径之一是完善相应的国际法基础。因

此，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制定《防止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公约》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国际社会惯于将“战略稳定”视为核武器领域的纯军事概念。这不能反映当

代战略问题所具有的广度和多面性。为实现捍卫和平和安全的目标，应当从更

宽、更广的视角，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其主要特点是： 

 在政治领域，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应恪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关于使

用武力和强制措施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解决国际和

地区热点问题时的合法权益，反对干涉他国政治生活。 

 在军事领域，所有国家应将军事能力维持在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

平；不实施任何有可能被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迫使

其为恢复被破坏的平衡而采取反制措施等类似的军事建设及建立和扩

大军事－政治同盟的行为；应通过积极和建设性对话解决分歧，增进

彼此互信与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将这些旨在巩固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

的原则作为行动的基础，并愿在此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与交流。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