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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五年 

临时议程 
* 
项目 20 b 和(d) 33 46 74(b)和 e

96 97 102 108 116 165和 166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

调 向个别国家或区域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为饱经战祸的

阿富汗的和平 正常状态和重建提供紧急国际援助 

  

和平文化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全面彻底裁军 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 维护和遵守 限制

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国际药物管制   

人权问题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0年 7月 11 日中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联邦和 

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

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元首于2000年7月5日签署的 杜尚别声明 见附件

以及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于 2000 年 7 月 4日在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框架内

举行的外长会晤结果的联合公报 见附录  

 
 

 
*
 A/55/150

 



 

2  
 

A/55/133 
S/2000/682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和附录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20(b)和(d) 33 46 74(b)

和(e) 96 97 102 108 116 165和 16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

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王英凡 签名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马季纳 贾布瑟诺瓦 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埃尔米拉 伊布赖莫娃 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谢尔盖 拉夫罗夫 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拉希德 阿利莫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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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7月 11 日中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联邦和 

塔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元首杜尚别声明 
 
 

[原件 中文和俄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 以下简称 各方  

 深信在友好睦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上海五国 框架内的合作 密切相互

协作符合五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顺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时代潮流  

 矢志维护五国世代友好关系 本着相互理解和平等互利的精神 通过磋商解

决所有问题  

 重申忠实于 五国 历次会晤所签署的文件精神和宗旨及它们之间签订的所

有双边条约和协议  

 在相互理解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讨论了在各方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多边协作的

现状及其前景  

 兹声明如下  

 一  各方对 上海五国 参加国之间的关系发展深表满意 认为各国在加强

相互信任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五国 在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

挥着日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促进了 五国 参加国的共同发展  

 各方将致力于使 上海五国 成为五国在各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地区机制  

 二. 各方重申 希望中亚成为和平 睦邻 稳定和开展平等国际合作的区域

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本地区形势复杂化的冲突 威胁和外来干涉 鉴此 考虑到当

前地区及周边地缘政治形势 各方决心深化在政治 外交 经贸 军事 军技和

其它领域的合作 以巩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 各方指出 五国在解决边界问题和加强军事信任方面达成的协议体现了

建立在相互信任 平等与合作基础上的新安全观 有利于加强相互理解与睦邻关

系 为确保这一广泛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各方表示 将切实落实 1996年和 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五国关

于在军事领域加强信任及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所有条款 认为

这些协定首次在七千多公里的边境地带上建立了信任和透明 军事活动可预测和

可监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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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对旨在保证组织和协调核查活动的五国联合监督小组的顺利启动表示

满意 认为利用该小组的潜力对探讨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有关问题也是必要的

五国元首主张加快这方面的步伐 包括就预防危险军事活动举行联合演习和演

练 交流在维和行动中相互协作的经验 以及共同举办有关会议 研讨会 讲习

班和体育竞赛等活动  

 四. 各方认为 举行 上海五国 参加国国防部长会议和国防机构间的磋商

对进一步加深五国在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是适宜的  

 五. 各方重申决心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 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

裂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以及非法贩卖武器 毒品和非法移民等

犯罪活动 为此 五国将尽早制定相应的多边纲要 签署必要的多边合作条约与

协定 定期召开五国执法 边防 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会晤 视情在五国框架

内举行反恐怖和暴力活动演习  

 各方表示决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主权 安全及社会

秩序的行为  

 各方对 比什凯克小组 框架内五国执法和安全部门的合作发展水平表示满

意 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在比什凯克市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倡议 并责成

本国主管部门进行谈判 准备具体建议 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六. 各方表示坚决捍卫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与原则 重申各国根据本国国

情选择本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 反对以 人道主义 和 保

护人权 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支持彼此为维护五国国家独立 主权 领土完整

和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  

 各方重申将恪守尊重人权的原则 同时认为在运用该原则时必须考虑各国历

史形成的特点 强调运用这一原则不能违反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各方声明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和

努力 各方支持俄罗斯联邦关于解决车臣共和国问题的立场  

 七. 各方注意到当今世界面临的政治和其他挑战 包括试图改变业已形成的

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惯例 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加强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和

平与稳定的唯一普遍机制的作用 各方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在国际关系中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私利垄断全球和地区事务的

企图  

 八. 各方强调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并严格遵守 1972 年签署的禁止建立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的反导条约 该条约是维护战略稳定的基石和进一步削减战略进攻性

武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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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认为 在亚太地区部署集团性的封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破坏该地区

的稳定和安全 导致军备竞赛升级 各方支持中国关于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

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立场  

 九. 各方声明 今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 30 周年 这一条约经受了时

间的考验 证明它是遏制核武器扩散威胁的有效工具 降低了核冲突爆发的危险

各方支持赋予该条约以真正的普遍性  

 十. 各方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中亚无核区的倡议 认为中亚无

核区条约应符合业已实施的同类文件的原则和标准  

 十一. 各方对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军事政治对抗深表关切 认为这对地区和

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各方支持联合国在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主导作用 呼吁

冲突各方保持克制 在考虑阿富汗社会所有集团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 尽快进行

和平谈判  

 十二. 各方对塔吉克斯坦完成和平进程和建立民族和解表示欢迎 支持塔

国家领导人旨在解决冲突后重建 进一步振兴经济 发展民主制度和进行经济

社会改革等问题所采取的方针 呼吁国际社会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发展给予必

要的援助  

 十三. 各方认为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是亚洲大陆上的积极进程

它与亚洲现有的其他组织和机制一道 为在维护地区安全 增进相互信任和发展

多边合作方面进行政治对话 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十四. 各方将在平等和互利合作原则基础上全面鼓励在五国框架内理顺

和发展经贸伙伴关系 包括改善本国投资和贸易环境 为五国其他国家的公民和

企业进行正常商业活动 解决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纠纷提供有利条件  

 各方认为 落实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关于举行五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倡议完全符

合上述目标 支持五国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建立联合专家小组 认真准备  

 各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积极参与中国西部地区开发

给予支持  

 各方认为 有效利用 上海五国 能源潜力 加强区域能源互利合作是确保

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将使 上海五国 的多边协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十五. 各方将鼓励 五国 在文化领域发展合作 包括共同举办各种联欢

节 展览会 巡回演出 并认为适时举行 五国 文化部长会晤是适宜的  

 十六. 各方高度重视本地区环境保护 包括利用水资源 将在这一领域开

展双边和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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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各方重视开展五国外交部门之间的合作 认为举行外长年度会晤

审议五国发展各领域的相互协作问题 讨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并协调共同立场是适

宜的  

 十八. 为加强在研究五国框架内合作问题上的协调基础及可操作性 各方

将对各国任命的国家协调员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支持建立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和

通过有关旨在提高其工作效率的五国章程文件  

 十九. 各方重申 五国相互协作不针对其他国家 是开放性的 欢迎其他

有关国家在国家间或其他水平上参与五国合作的具体计划和项目  

 二十.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 阿 纳扎尔巴耶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江泽民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 阿 阿卡耶夫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 弗 普

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 沙 拉赫莫诺夫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伊 阿 卡里莫夫参加 上海五国 元首杜尚别会晤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努 纳扎尔巴耶夫 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阿 阿卡耶夫 签名  

          俄罗斯联邦总统 

          弗 普京 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埃 拉赫莫诺夫 签名  

 

          2000年 7月 5日于杜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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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7月 11 日中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联邦和塔

吉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附录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长会晤结果联合公报 
 
 

[原件 中文和俄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于 2000 年 7 月 4 日在杜尚别举行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

框架内的第一次外长会晤  

 外长们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代表参加杜尚别会晤  

 会晤是在相互理解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  

 五国外长总结了 1999 年 8 月 上海五国 元首比什凯克会晤以来五国相互

协作的发展历程 满意地指出 五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互信程度提高 历史遗留

的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在政治 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的共识扩大 贸易交流和经济互利合作进一步发展  

 上海五国 框架内各种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五国人民永为好邻居 好

伙伴 好朋友的愿望 体现了建立在平等合作 互信互利基础上的不结盟 开放

的 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 丰富了当代外交和区域合作的实践 对维护

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

际秩序的建立  

 五国外长指出 上述观点已载入五国元首会晤总结性文件 杜尚别声明

草案 该文件还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相互协作指明了方向 确定了这方面的具体

任务及切实可行的实施途径  

 五国外长认为 为了确保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更有成效 协调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合作 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上海五国 框架内的协作机制  

 为此 五国外长商定今后每年会晤不少于一次 轮流在五国举行 就世界和

地区形势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同时五国外交部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  

 五国外长同意就 上海五国 框架内的相互协作问题建立国家协调员理事会

理事会将在其制定并通过的章程基础上开展工作 五国外长赞成今后赋予理事会

上海五国 工作机构地位 并为此缔结五方相关协定  

 五国外长认为 五国开展经济合作不仅是五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客观形势的需

要 也是从根本上加强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所在和加快五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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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国外交部将为加强五国多边和双边经贸合作给予全力协助

并创造一切便利条件  

 五国外长对中国同哈萨克斯坦 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表示

欢迎 他们指出 中国同俄罗斯 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将以有关目前边界的条约

为基础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通过平等协商 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 继续

谈判 以尽早彻底解决剩余的边界问题 五国外长相信 以中国为一方和以俄

哈 吉 塔为另一方的世界上最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将成为紧密连接五国人民友谊

的纽带  

 五国外长对民族分裂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深

表忧虑 认为上述势力是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 有必要通过双边和多边协

作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包括 五国 签署相应条约和协定  

 五国外长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对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所做的贡献 重申支持他们提出的有利于加强本地区和全球

安全的倡议及努力 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加强亚洲信任措施的努力 五国外长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采取的可能导致本地区形势复杂化和尖锐化的活动  

 五国外长对塔吉克斯坦冲突调解进程的顺利结束和实现民族和解表示欢迎

支持塔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 保障冲突后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所做

的努力  

 五国外长对霸权主义抬头 使用强权政治解决冲突局势 局部战争和地区冲

突不断 人类面临的挑战增多等现象表示忧虑  

 五国外长强调 在当前形势下 严格遵守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 原则和国

际法准则 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 实现人类共同发展

与繁荣的重要基础 五国外长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五国外长认为 尽管困难重重 世界仍将继续向多极化发展 五国将在国际

战略问题上加强协作 反对任何形式的 新干涉主义 五国外长声明坚决反对

任何以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和企图 强调人权的

普遍性应与各地区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五国外长重申支持联大 1999年通过的 关于维护和遵守 反导条约 的决

议 强调这一条约应得到全面严格的遵守 反对任何违反该条约的企图 各方指

出 在亚太地区部署集团性的 封闭性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破坏该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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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外长对阿富汗局势表示关注 呼吁交战各方为人民和国家的最高利益

早日坐下来谈判 以实现民族和解 五国外长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利用阿富汗及其

领土从事危害本地区安全的活动  

 五国外长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和俄罗斯解决车臣共和国问题的原则

立场  

 五国外长指出 上海五国 框架内的协作是不结盟 不排外 不针对第三

国的 正在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长 

          叶 阿 伊德里索夫 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 

          唐家璇 签名  

          吉尔吉斯共和国外长 

          穆 桑 伊马纳利耶夫 签名  

          俄罗斯联邦外长 

          伊 谢 伊万诺夫 签名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长 

          塔 纳 纳扎罗夫 签名  

 

          2000年 7月 4日于杜尚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