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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成员国外交部长

和代表，于2021年12月3日举行中国—拉共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

会议，围绕“共克时艰、共创机遇，携手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交换意见。

二、我们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向部长会开幕式作视频致辞表

示感谢。

三、我们回顾了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以来，双方积极

落实《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圣地亚哥宣言》《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

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

别声明》和《中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推动中拉论坛建设

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感谢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墨西哥在担任拉共体轮值

主席国期间，为推动中拉论坛建设所作贡献。

四、我们认为，近4年来中拉论坛框架下有关合作为双方增进信任、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加强拉共体的协调机制作用，推动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深化中拉关系水平、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中拉论坛可持续、包容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我们决心共同努力，在尊重、平等、多元、包容和遵守《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

和平区的公告》的基础上，巩固中拉论坛作为中拉整体合作与团结的主要平台地位，携

手加强和扩大中拉论坛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

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为此，我们通过了《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

计划（2022—2024）》。

六、我们重申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声明

（2018年），拉共体成员国外长对中国外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介绍表示欢迎和支

持，认为该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

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

七、我们将探讨在2024年中拉论坛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中拉论坛峰会的可能性。

八、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支持多边主义，

促进可持续、包容、韧性发展、消除贫困和缓解不平等的重要力量。我们愿在多边和国

际场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我们应

共同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重视中方关于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愿景。



——我们强调，应尊重彼此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尊严和领土完整，尊重

发展权利和社会安全体系，努力解决各国关切，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反对使

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争议，反对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威胁主权和稳定的单

边胁迫措施。

——我们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应

推动国际社会基于国际法和多边主义，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韧性世界，以应对共同的紧迫挑战。

——我们同意要尊重国际法，发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和激活联合

国作为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最有效工具的作用。为此，我们同意应坚持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指导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我们重申，团结、互助和合作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至关重要。我们

高度赞赏中拉双方始终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抗疫合作。

我们同意继续加强抗疫合作，呼吁国际社会基于联合国大会74／274号决议，确保发展

中国家公正、平等、及时、支持、可负担地获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冠疫苗和相关药

品。我们呼吁以科学为基础开展疫情溯源合作，反对政治化。

——我们承认多边贸易体系对于促进我们的人民可持续和包容发展的重要性，加强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与对话，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

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均衡和互利的方式推动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反对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我们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信倡议将有助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不让任何人掉队。

——我们要根据各国不同国情，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以及《巴黎协定》“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制度安排，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我们欢迎将于2022年4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支持大会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

——我们应推动国际社会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加强对儿童、青少年、老年人、

残疾人、土著、非洲后裔和其他处于脆弱情境的群体权利的保护。

——我们同意推动加强对话合作，实施并最终制定网络空间准则和规则：应对滥用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煽动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

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打击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犯罪相关公约的磋商，维护网络空间和平

安全。我们重视中方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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