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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98 和 112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 

  2020 年 12 月 22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关于在确保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

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8 和 112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巴赫季亚尔·易卜拉欣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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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2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关于在确保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

作的联合声明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注意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对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各国元首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提高人的能力和充分享受人权和自由创

造了巨大潜力。它们为社会和国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新的工具，并为世界各地的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时，他们关切的是，将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破坏性、政治军事和其他

威胁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对国家、公民和整个社会构成直接威胁。 

 为维护国家和国际利益，他们主张提高国家间合作水平，以防止并和平解决

因滥用和破坏性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可能产生的冲突。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干涉主权

国家内政及用于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目的。他们还强调，如除其它外，联合国大

会题为“全面协调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决议第 29 段所述，必

须通过国家立法加强打击虚假信息和假新闻。在这方面，他们主张进一步发展全

面合作，防止信息领域的冲突。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军事化和滥用，避免制造出专门用

于破坏各国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关键设施的新技术。 

 他们对在全球危机形势下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的信息安全面临越来越多

的威胁和挑战表示关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蓄意和

恶意入侵全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企图增加。在这方面，他们主张在区域和国

际两级加强交流应对国际信息安全威胁的积极经验和做法。 

 鉴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跨境性质，他们深信，在国家一级为确保国际信息安

全而采取的措施，应辅之以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的综合行动。与此同时，他们

在所有专门国际论坛上确认打算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 

 他们强调，在联合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为各国在网络空间负责任的行为制定

规则、规范和原则尤为重要。 

 他们重申取得成功成果对国际信息安全专门论坛工作的重要性，欢迎并注意

到在联合国主持下及时启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个谈判机制——一个所有国

家都能参加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他们深信，必须确保联合国主持的各种论坛

有关国际信息安全问题的谈判具有连续性和持续性。 

 他们强调要注重在打击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在这方面重

申需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一项关于打击将信息和通信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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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国际公约。在这方面，他们欢迎并支持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

的特设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来制定这样一项文书。 

 他们认识到，必须促进独联体成员国在使用和管理因特网国家部分方面的合

作，包括确保各国享有接入全球网络和参与其管理的平等权利，并注意到需要加

强国际电信联盟在这方面的作用。 

 他们重申，各国希望继续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内部共同努力，根据先前加入、

通过的文书确保信息安全，包括保护信息资源和关键设施不受未经授权的使用和

外部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