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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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61 62 68 74和 9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联合国的改革 措施和提议 

加强联合国系统 

维护国际安全 

全面彻底裁军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2000年 8月 3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0年 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北京

共同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 的中文本和俄文本 见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0 11 61 62

68 74 9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常驻联合国代表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大使          公使 

王英凡 签名        根纳季 加季诺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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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8月 3日中国和俄罗斯联邦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 俄罗斯联

邦总统普京于二 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

了正式会谈  

 访问期间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李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和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李瑞环分别与普

京总统举行了会见  

 两国元首全面回顾了近十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

发展历程 满意地指出 一九九六年宣布建立的中俄

平等信任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强调发展平等信任的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对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的全面合作 巩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 推动世界多

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

作用  

 两国元首认为 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将为中俄关系

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

斯联邦将在战略协作的基础上继续增进睦邻友好 扩

大互惠互利合作 实现携手发展 共同繁荣 两国将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为此 中俄元首特发表宣言如下  

 一 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和通过的所有政治文件是

两国关系得以良好发展的牢固基础 中国和俄罗斯恪

守其各项原则和精神 决心不断努力 将两国关系提

高到新的水平  

 二 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保持两国高层领导人之

间的密切接触和经常交往 以多种方式就双边关系和

国际形势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两国外交 国防 执

法 经济 科技等部门将保持经常和密切的交流 加

强协调与合作 这有利于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信

任 加强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  

 三 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支持谋求和平

稳定 发展与合作的力量 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集团政治 以及企图修改国际法基本准则 用武力施

压或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有

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

首先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 以推动

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  

 两国元首对二 年七月五日在杜尚别举行

的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参加的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

的结果表示满意 认为五国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

国和俄罗斯愿全面促进 上海五国 框架内的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在确保两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

定方面具有共识  

 四 此次高峰会晤期间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 的目

的 是巩固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维护现有军控与裁

军条约体系 推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扩散的进程 并无一例外地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利

益 对当前国际现实的分析表明 以某些国家的所谓

导弹威胁作为要求修改 反导条约 的借口是根本站

不住脚的  

 五 中国和俄罗斯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 主权和

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来自一国内部和外部企图分裂该

国家的任何阴谋和行为 理解和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

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一切努力  

 民族分裂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及

跨国犯罪活动已对主权国家的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俄决心在双边和多边的基

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具体步骤打击上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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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俄罗斯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

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罗斯联邦不支

持任何形式的 台湾独立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于不接受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的立场 反对台

湾加入联合国及其它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

织 不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联邦在台湾问题上一

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

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 强调这种企

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七 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全面综合发展经贸 科

技和军技领域的合作 是扩大和深化中俄平等信任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方向之一  

 两国元首对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这一机制的工作

表示满意 认为它在推动两国经贸 科技 国防 能

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 运输 核工业 航空航天

银行等领域的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和俄罗斯将致力于扩大两国在具体领域的

合作 以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协作的物质基础 中国

和俄罗斯将探讨俄罗斯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可能

性 包括开发石油天然气田和铺设天然气管道  

 应加强和扩大两国科技 教育 文化和体育领域

的合作  

 八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

及其附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 是史无前例

的 它的顺利实施在使中俄边界发展成为一条睦邻友

好的纽带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将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的精神继续

谈判 以便加快制定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解

决方案 在此之前 要维持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

段的现状  

 九 中国和俄罗斯对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

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开始切实落

实表示满意 认真履行上述协定的条款 将促进边境

地区的和平 安宁 稳定与繁荣 推动各签署国之间

睦邻关系的发展 认为进一步研究加强军事领域信任

措施的可能性是适宜的  

 十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

的共同心声 实现这一目标 不仅需要两国政府 而

且也需要两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 为此 将

积极支持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 并鼓

励两国其他形式的民间交往  

 十一 为使两国在睦邻友好 互信互利的基础上

建立长期 稳定的关系 两国元首商定 将就准备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着手进行谈判  

 十二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江泽民二 一年方便的时候对俄罗斯联邦进

行国事访问 江泽民主席表示感谢并接受邀请 访问

具体时间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江泽民 签名          弗 弗 普京 签名  

         二 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