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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5 年 5 月 23 日，总干事收到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

信函，其中随附了双方“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照会及其附文，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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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21 日·维也纳 
 

维也纳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阁下 
 

 

阁下： 

2025 年 5 月 8 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团请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将本信函及其所附“联合声明”作为情况通报文件分发给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李松 

大使 大使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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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以下称“双方”）强调维护和巩固全球战略稳定极其重要。鉴于当前国际社会在国际

和地区安全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双方遵循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重申就全球战略稳定已

签署的联合文件精神和其中所阐述的原则立场，并进一步声明如下： 

双方坚信，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各国及各组织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来保障自身安

全。双方呼吁各国坚持全球和地区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原则，全力消弭国家间的冲

突，共同在全球构建全面、综合、可持续安全。 

双方强调维持建设性大国关系对解决全球战略性问题的重要性。核武器国家对国

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并放弃采取引发

战略风险的举措。应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磋商解决关切，增进信任水平，避免

危险误判。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奉行上述立场。双方关切地指出，核武器国家

紧张关系升级，甚至到了面临直接军事冲突的地步，战略领域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

穷，发生核冲突的风险上升。 

新老军事联盟和同盟的破坏性、扩张性极强，某些核武器国家在其他核武器国家

周边敏感地区建立或扩大常设军事基地，炫耀军事实力，进行武力施压，或实施威胁

他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敌对行为，成为最亟待消除的战略风险之一。 

与此同时，军事设施和先进攻击性、防御性武器的前沿部署不断增强，在加强反导

拦截能力的同时，还可用来执行战略任务特别是“斩首行动”，这一动向引发严重关切。 

某些核武器国家在境外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的计划和行动令人关切。相关导弹飞

行时间短、覆盖面广，且针对其他核武器国家境内目标。与此同时，某些军事联盟和

同盟内的核武器国家以及非核武器国家以寻求“深度精确打击”、“杀伤链”、“提升反

击能力”等为借口，加速研发、采购、部署远程导弹及类似系统。双方对此种破坏地

区稳定与全球安全的挑衅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日前宣布实施的“美国金穹（曾为‘铁穹’）”计划旨在构建不受任何约束的全球

性、多层次、多领域导弹防御系统，抵御包括“势均力敌”对手的各类导弹威胁，这

同样对战略稳定造成严重破坏。该计划全盘、彻底否定了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战略防御

性武器之间不可分割这一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核心原则。此外，该计划还为研发动能

和非动能手段提供进一步助力，以对导弹及其配套设施实施打击，实现“主动抑制发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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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穹”计划公然提出大幅增加外空作战手段，包括研发、部署轨道拦截系

统，将外空武器化并使之成为武装对抗场所，导致局势雪上加霜。 

双方反对个别国家将外空用于武装对抗的企图，反对开展旨在取得军事优势和将

外空界定并用于“作战疆域”的安全政策和活动。双方主张在中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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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基础上，尽快启动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多边文书谈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外空武器化及防止对外空物体或借助外空物

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根本和可靠保障。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各国安全平等且

不可分割，提高各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双方赞同在全球范

围内推行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国际倡议/政治承诺。 

双方谴责将商业航天系统用于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介入他国武装冲突的行为。 

某些核武器国家采取挑衅行径，对其他核武器国家造成安全威胁，尤其是在有关

军事联盟和同盟框架下进一步推进所谓“延伸威慑”和“核共享”安排，同无核武器

国家盟友开展所谓“联合”行动，使用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和（或）其他核武器，启用

其盟友境内基地、盟友接管的两用装备平台和（或）盟友自有的常规力量和装备，包

括更加先进的导弹和反导武器，这极易引发地区和全球军备竞赛，推高紧张局势。 

双方特别指出，根据其所有者所作公开宣布，以及根据性能作出的判断，上述进

攻性能力包括常规精确打击武器和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结合的系统，旨在实施“预防

性”和“先发制人”打击任务。其本质是利用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性优势来实施第一

轮打击，以谋求战略优势。与此同时，将打击能力和反导能力相结合的冒险战略直接

反映在相关军事学说中，突出体现了对“导弹防御及挫败”能力的全面支持。 

个别核武器国家在其盟友支持下，全面实施上述设想和军事技术理念，显然是要

削弱其他核武器国家战略威慑力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揭示出其谋求压倒性军事优势、

“战略坚不可摧”，最终达到“绝对战略安全”的企图。这从根本上违背维持战略平衡

的基本逻辑，与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背道而驰。其结果是，核武器国家乃至整

个国际社会面临全球战略稳定遭到直接破坏、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加剧的多重威胁。

此外，这样的政策还将严重影响核导领域维持可预测性的努力，并使核军控和核裁军

倡议的推进举步维艰。 

双方一贯反对此类破坏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的政策。双方重申恪守 2022 年 1 月 3
日发表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特

别是有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原则。双方呼吁上述声明参加国采取实际行

动，认真履行各项条款。为此，应坚决避免核武器国家间发生任何军事对抗，在相互

承认和尊重彼此安全利益与关切的基础上寻找现有分歧的政治外交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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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强调，防范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武装冲突、持续稳妥地减少核武器国家间累积

的冲突风险 — 这些优先任务应以一揽子方式平等推进实施，重点是消除其基本矛盾

产生的根源，通盘考虑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一切主要因素。双方坚信，针对危机和冲

突采取预防性措施理应优先于“管控”对抗及对抗升级。只有消除某些核武器国家对

其他核武器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侵害，核武器国家降低战略风险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持

久和真正有效。 

双方重申军备控制是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手段，破坏国际安全与稳定的行

为同时也阻碍了军控领域的努力。双方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及其

相关多边机制在军控进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双方认为，为降低全球冲突风险、保障全

球战略稳定，应作出通盘努力，军控是其中一个方面。 

双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对于全球安全架构

至关重要。双方高度重视确保条约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将在审议工作中继续

积极协作，推动 2026 年审议大会取得成功，共同防止条约被用于与其内容无关的政治

目的。 

双方指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企图将两个核武器国

家用于保障其核力量的军事设施建立在一个《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缔约国境内，破

坏了地区战略稳定，并挑起地区军备竞赛。 

双方还指出，要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等双多边框架内，就人工

智能技术军事应用问题进一步开展合作。 

在国际社会纪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效 50 周年之际，双方重申公约应得到充

分遵守，敦促缔约国不断加强公约并使其制度化，特别是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制、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双方对美国及其盟友从事生物军事活动表示关切，要求其停

止在境内外从事任何威胁别国及有关地区安全的此类活动。 

双方重申致力于建立无化学武器世界，呼吁《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恢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权威性，推动其工作回归非

政治化的技术性轨道。双方指出要开展多边努力以防范化学恐怖主义，倡导在日内瓦

裁军谈判会议上制定“打击生化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双方敦促日本忠实履行义

务，尽快全面彻底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中方支持俄方竞选禁化武组织执理会成员。 

双方重申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规定的出口管制义务，反对个别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将有关机制用于对他国的

技术和经济遏压，以及实施非法单边限制措施。双方致力于推动落实“在国际安全领

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联大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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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坚信，推动上述工作将极大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为营造有利于军控裁军进程

的良好氛围带来重大助力，军控裁军进程必须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

全不受减损”原则。 

双方愿继续积极密切协调，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加强全球战略稳定，携手应对

这一领域的共同挑战和威胁。 

 

 

 2025 年 5 月 8 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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