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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3 80和 81 

全面彻底裁军 

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2000年 10月 17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0年 9月 6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

京在纽约签署的 关于战略稳定合作倡议的联合声明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3 80和 81 的文件分发为荷  

 

美利坚合众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俄罗斯联邦 

常驻联合国代表 

 

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 签名  谢尔盖 拉夫罗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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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10月 17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联 合 声 明 
 

  战略稳定合作倡议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 杰斐逊 克林

顿今天于纽约举行会晤 并就一项战略稳定合作倡议达成了协议 两国总统同意

在这项倡议的建设性基础上加强双方之间的信任 并进一步拟订各项议定措施

以增进战略稳定和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导弹及导弹技术在全世界的扩散 为

了落实这项倡议 两国总统核可了两国专家所制定的执行计划 同意按照该计划

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战略稳定合作倡议是以两国总统前两次会晤所达成的协议作为根据的 2000

年 6月 4日于莫斯科通过的 关于战略稳定原则的联合声明 和 2000年 7月 21

日于冲绳通过的 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 为促进进一步裁减

核武库 维护并加强 反弹道导弹条约 以及应付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奠定

了建设性的基础 俄罗斯和美国重申 它们遵守作为战略稳定基石的 反弹道导

弹条约 俄罗斯和美国准备执行 第一阶段裁武条约 和 中程核力量条约

的规定 促使 第二阶段裁武条约 及有关议定书 1997年关于反弹道导弹问题

的纽约协定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早日生效 并争取早日落实 1997 年 关

于未来裁减核武力的参数的赫尔辛基联合声明 俄罗斯和美国还准备在不扩散

导弹及导弹技术方面寻求新的合作形式 以求在两国的战略稳定合作倡议的框架

内加强国际安全和维持战略稳定  

 除了扩大现有方案以外 在战略稳定合作倡议的框架内 还可采取各项旨在

加强两国及全世界的安全而又不致损害任何其他国家的安全的新的主动行动  

第三阶段裁武条约和 反弹道导弹条约  

 俄罗斯和美国就第三阶段裁武条约的主要条款和反弹道导弹问题提出了各

自的看法 俄罗斯和美国就如何在未来的 第三阶段裁武条约 的框架内进一步

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以及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了紧张的讨论 以求按照

两国总统 1998年 9月 2日 莫斯科联合声明 1999年 6月 20日 科隆联合声

明 和 2000年 7月 21 日 冲绳联合声明 中的设想 从速开始谈判 两国将争

取商定进一步的措施 以加强战略稳定和信任 并确保军事领域的可预测性  

不扩散条约 全面禁试条约 禁产条约 生物武器公约 和无核武器区 

 俄罗斯和美国重申 它们遵守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制度基石的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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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和美国将争取确保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早日生效并切实得到执行

两国将继续为开始谈判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而努力 并将继续致力于加强 生

物武器公约 两国将继续促进世界各个地区在本地区的国家自愿达成协议的基

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 这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的重要一环 也与 1999 年联

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有关报告相符  

讨论与导弹及导弹技术扩散的危险有关的问题 

 俄罗斯和美国准备扩大讨论与导弹及导弹技术扩散的危险有关的问题 其中

将包括相互通报与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扩散有关的因素及事件的年度评估 年

度评估将针对国际安全的潜在威胁作出分析 两国将通过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讨

论并采取各项政治措施和外交措施 以求防止导弹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在战区导弹防御方面进行合作 

 俄罗斯和美国准备恢复并进而扩大在战区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 而且将考虑

其他国家参与的可能性 以加强全球及区域稳定  

 两国将考虑下列具体合作领域  

- 扩大战区导弹防御联合指挥和人员演习双边方案  

- 其他国家参与战区导弹防御联合指挥和人员演习的可能性  

- 为联合使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设法加强联系的可能性  

- 联合探讨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开展合作的构想  

- 相互邀请对方的观察员参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实射的可能性  

早期预警情报 

 为了落实 2000年 6月 4日于莫斯科签署的 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关

于建立交换导弹发射早期预警系统数据和通知导弹发射的联合中心的协定备忘

录 俄罗斯和美国准备在一年内于莫斯科建立此一交换数据的联合中心并投入

运行 以排除导弹袭击假情报造成导弹发射的可能性 两国还将作出努力 按照

两国总统 2000年 7月 21 日 冲绳联合声明 中的设想 早日就交换导弹发射通

知的制度达成协议  

导弹不扩散措施 

 俄罗斯和美国准备加强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两国表明决心谋求新的合作途

径 以限制导弹及导弹技术的扩散 两国将按照两国总统 2000年 7月 21 日冲绳

联合声明中的设想 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 制定出新的机制 把俄罗斯关于导弹

及导弹技术不扩散全球控制系统的建议 美国关于导弹行为准则的建议 导弹技

术管制制度等等都纳入这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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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和透明度措施 

 俄罗斯和美国铭记其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下承担的义务 准备扩大两国

之间与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有关的合作 推动互利的技术交流 以便在该条

约生效后促进条约的执行 俄美两国准备讨论各项建立信任和透明度措施 以有

利于遵守 维护和加强 反弹道导弹条约 这些措施可包括 交换数据 预先

通知计划进行的活动 自愿演示 参与观察 组织展览 加强 反弹道导弹条约

遵约情况核查机制  

 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商定 两国有关部委和机构的官员将每年举行会议

以协调其在这方面的活动 两国总统期盼此一会议可于近期内举行  

 俄罗斯和美国吁请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加强战略稳定  

 

  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总  统        总  统 

  普京 签名        克林顿 签名  

 

           2000年 9月 6日于纽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