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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57和 84 

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 

审查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 的执行情况 

  2000年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附上 维尔纽斯声明 2000年 5月 19日 中欧国家五位外交部长和

两位副外交部长分别签署了这份文件(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57和 84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格季米纳斯 谢尔克斯尼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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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维尔纽斯声明 

 我们今天会聚在维尔纽斯 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 并决心建立一个完整和

自由的欧洲 将欧洲各国 美国和加拿大结成联盟 成为二十一世纪稳定和安全

的基础  

 我们赞同欧洲 大西洋共同体的基本共同价值 其中包括确信应有个人自

由 自由市场和法治 我们不仅赞同这些价值 而且认为数百年来我们在欧洲促

进了这些价值的发展 我们希望融入欧洲 大西洋共同体的体制 因为我们已准

备承担对共同防卫应负的责任 并参加对我们的共同未来所开展的辩论 我们在

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政治上对他人的命运冷漠无情的后果 因此 我们决心捍卫

这些价值 促进自由与和平  

 我们认为 欧洲和北美洲安全的根基在于维持大西洋两岸强有力的联盟 今

天 我们重申决心完成建立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历史使命 在这方面 我们

欢迎这一联盟新成员波兰 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贡献 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

要步骤 它们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了欧洲的稳定 大大加强了北约的军事

力量和政治团结  

 今天 我们不仅准备承担北约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正在与北约协调我们

的防卫结构和政策 并为北约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作出贡献 此外 我们依然决心

作出实际努力和政治努力 进一步改善我们各国的具体状况 包括执行 成员行

动计划 虽然对每一个国家都应看到它的长处 但是 我们认为 各个民主制

度相互融合将意味着我们所有国家取得胜利 我们所有国家相互融合将意味着欧

洲和北约取得胜利  

 我们欢迎北约国家首脑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确认 大西洋两岸的联系同以往

一样 对我们的前途依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欧洲和美国决定共同采取行动

时 北约依然是最理想的机构 这一联盟依然是其成员国集体防卫的基础 它必

须有能力通过危机管理来处理目前和将来对我们共同价值的威胁  

 我们还欣见欧洲联盟决心建立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 实现欧洲的理想

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系 我们随时准备为这些努力作出贡献 我们确认 北约和

欧洲联盟是欧洲 大西洋共同体的两个核心基础 我们必须争取加入这两个机

构 才能将我们的民主制度充分重新融入我们共有的共同体 我们确认 这些理

想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决心同时争取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们决心为欧洲联盟的努力和北约的各项任务作出贡献 东南欧的稳定 重

建并融入欧洲主流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因此 我们保证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为

恢复西巴尔干的稳定所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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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坚信 我们的民主制度融入北约和欧洲联盟会有助于创建一个自由 繁

荣和完整的欧洲 今天我们重申 我们都决心共同合作 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只

有我们每个国家以及赞同欧洲 大西洋共同体价值并能够承担共同责任的欧洲

其他民主国家都充分融入这些机构 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呼吁北约成员国

兑现华盛顿首脑会议关于建设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允诺 我们呼吁北约成员

国在 2002年北约下一次首脑会议上邀请我们这些民主国家加入北约  

          2000年 5月 19日 维尔纽斯 

 

  保加利亚代表      爱沙尼亚代表 

  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娜杰日达 米哈伊洛娃    托马斯 亨德里克 伊尔韦斯 

  拉托维亚代表      立陶宛代表 

  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因杜利斯 别尔津什    阿尔吉尔达斯 绍达尔加斯 

  罗马尼亚代表      斯洛伐克代表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彼得 罗曼      爱德华 库坎 

  斯洛文尼亚代表     阿尔巴尼亚代表 

  外交部长       副外交部长 

  迪米特里伊 鲁佩尔    朱菲 佩伦勃 

  马其顿代表       

  副外交部长       

  尼古拉 季米特洛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