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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称双方），基于对主要国际问题的共同立场，重视在国际

关系中制定凝聚各方的积极日程，共同合力应对当今挑战以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指出国家间

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必须加强国际政治的多边和法律基础，

　　声明如下：

　　一、双方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不同经济与文化密切交

融，国际关系体系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现有全球

治理机制缺乏效率，不能反映当代政治、经济和金融现实。该机制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积极演变。

为防止未来大规模危机重演，各国共同致力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头等大事

之一。与此同时，地区和局部冲突、自然灾害和事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

罪、粮食短缺、气候变化等威胁依然存在。只有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这类全球

性挑战和威胁。

　　二、双方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多边合作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双方

一致认为，必须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性并保持其有效性，将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加强协作。双方

表示，支持现有的政府间谈判机制，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开展公开平等的讨论，致力于在联合

国成员国中达成最广泛一致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有关改革问题的讨论不应人为设定时间限制，

应讨论所有提出的改革方案。双方认为，采取“分步走”方式，仓促推动安理会改革方案不利于达

成共识。

　　三、双方支持二十国集团为完善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所作的努力，视之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

平台。双方支持二十国集团进一步加强工作，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

长，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中方欢迎俄方2013年举

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倡议。

　　中国支持俄罗斯2011年年底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四、双方强调高度重视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合作。2011年4月14日在三亚(海南岛，中国)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表明该机制的国际声望正在上升，双方对会晤成果表示欢迎。南非加

入对促进金砖国家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协调与合作，同金砖国

家其他成员国一道落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三亚宣言》和“行动计划”。

　　五、双方对2011年6月15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10周年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的成

果表示欢迎，并满意地指出，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加深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开展务实



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将加强协作，以维护上海合作组织地区的和平稳定。双方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本组织在应

对新威胁和新挑战方面的条约法律基础，以及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实际步骤。

双方重申，将根据2009年6月16日签署并已生效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

合作协定》开展合作。

　　双方认为，应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和人文合作，集中力量落实具体的合作项目，在

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2011-2012年），双方将继续围绕本组织各项议题开展密切协作。

　　双方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开放的基本原则，认为批准《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义务的备忘录范本》是为构建本组织扩员法律基础迈出的新的一步。

　　六、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中俄印（度）机制内的合作，重申愿深化三方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

协作，包括三国在联合国和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内的配合。

　　七、双方支持在国际反恐公约、《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理会反恐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反恐合作。双方商定，共同促进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东盟秘书处在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领域的

协作，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反恐特别小组工作的重要性。

　　八、双方重申，支持建设无核世界的崇高目标，并在维护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的

基础上推动实现这一目标。

　　双方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问题首先应在国际法准则框架内通过政治和

外交途径解决，以巩固国际安全。双方支持在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的前提下开展民用核能合作，

支持促进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普遍性。

　　双方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全面促进落实2010年5月《条约》审议

大会上通过的行动计划。

　　九、双方高度重视加深在反导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强调应优先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应对导弹领域

的威胁和挑战，应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照顾各国安全利益。

　　双方强调应确保外空安全，防止外空出现任何形式的冲突，维护外空的开放性。双方主张凝聚

国际社会力量，维护外空安全，促进和平利用外空，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内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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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双方愿加强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维护国际信息安全行为规范。

　　十一、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双方同意开展合作，以推

动德班会议根据“巴厘路线图”授权，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

的全面、有效、持续实施取得积极成果。

　　十二、双方将积极巩固信任与合作氛围，推动在欧洲大西洋和欧亚地区建立共同的不可分割的

安全稳定空间，避免出现分界线、冲突、势力范围和安全水平不等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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