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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关于“新和平纲领”优先任务 

及落实方式的建议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地区热点问题联

动延宕，新威胁新挑战交织涌现，各国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国

际社会应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抵制阵营对抗和冷战思维，共同反

对强权霸凌和零和博弈。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

出并推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中方积极支持“新和平纲领”起

草工作，期待以此为契机提出具体建议，供秘书处在起草“新

和平纲领”时参考。 

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优先任务：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

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落实方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有效维护

世界和平安宁，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世界多样性，尊重各国正当发展权利

和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坚持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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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大国在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特殊重要责任，应带头讲平等、讲诚信、

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促进大

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

的大国关系格局。 

二、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优先任务：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和促

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落实方式：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将对话协商作为化解

争端的首要方式，重视并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在此基

础上，鼓励冲突各方以对话建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

安全，找到兼顾各方诉求的政治解决方案。国际社会应坚持公

道正义，充分尊重当事国意见和关切，根据当事国意愿积极劝

和促谈，斡旋调停。安理会应当优先运用《联合国宪章》第六

章赋予的斡旋调解工具，为当事方对话、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

调解创造条件，积极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国际社会应秉持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三、有效开展冲突预防 

优先任务：着力解决冲突根源性问题，充分发挥预防外交

作用，消除冲突根源。 

落实方式：加大对预防外交投入，形成系统、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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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外交战略，充分利用斡旋、调解手段，建立并强化早期

预警机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发挥独特作用，同区域和次区域

组织充分协调、形成合力。早期预警既要早发现重大问题，防

患于未然，也要避免导致过度反应、不当介入。要倡导坚持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重视可持续发展对开展预

防外交、消除冲突根源的重要作用，综合施策，调动各方面资

源，为当事国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四、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作用 

优先任务：加强和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聚焦解决热

点问题的核心授权，统筹做好建设和平工作，加强联合国机构

间协调。  

落实方式：坚持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

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三原则，坚持政治优先，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充分发挥

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作用。维和行动应获得充足资源，支持为

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充足、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要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予监督，根据维和行动绩效评估结果。保

护维和人员安全至关重要。中方推动安理会就维和人员安全问

题通过第2518号决议,倡议成立了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

组，呼吁各方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提高医疗保障和应急反应

能力，统筹运用新技术，应对维和人员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 

五、深入开展建设和平 

优先任务：发挥建设和平工作重要作用，支持冲突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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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 

落实方式：充分发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作用，帮助冲

突后国家开展建设和平工作。尊重冲突后国家的主权和主导地

位，根据当事国意愿和要求提供建设性帮助，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消除冲突根源问题。支持冲突后国家完善治理

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维护共同安全能

力等，增强当事国韧性。坚持发展优先，将建和资源重点用于

消除贫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支持冲突后国家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夯实和平基础。做好建

和融资，通过多种方式为建和工作提供充足、可预测的资金支

持，确保会员国对建和资金用途的管理和监督。 

六、加强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 

优先任务：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

有关规定，推进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平安全领域合作，加强

集体安全机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落实方式：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盟和非

洲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

所作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共

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支持中东国家加强对话、改善关

系的积极势头和努力，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壮大维护地区

安全的内生力量。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

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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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机制和架构，进一步加强各成员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

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践行《宣布拉美和加勒比为和平区

的公告》承诺，支持包括拉共体在内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维

护地区和平安全、妥善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七、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优先任务：支持各国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加强国际反恐

交流与合作，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努力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

土壤。 

落实方式：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中心协调

作用，支持国际社会全面落实联大和安理会反恐决议及《联合

国全球反恐战略》，共同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和

人员。推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国际交流合作，将

反恐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和反恐一线国家倾斜，加大发展中国家

反恐能力建设。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

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奉行“双重标准”。深入研究

和应对新兴技术对国际反恐斗争的影响。 

八、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优先任务一：循序渐进推进核裁军进程。 

落实方式：依据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原则，循

序渐进开展核裁军。核裁军进程及相关具体措施应遵循“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等基本原则。所有核

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两个拥有最大核

武库的国家，应根据联大决议等联合国文件规定，切实履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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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特殊、优先责任，继续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力

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推进国际核裁军进

程创造条件。条件成熟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加入核裁军谈

判。 

优先任务二：开展减少核风险国际讨论与合作。 

落实方式：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国领导人

2022 年 1 月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

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社会应在无损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秉持预防危机优先于管

控风险的原则，积极开展减少核风险相关对话合作。核武器国

家应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

用，特别是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缔结“互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条约”；放弃为其他国家量身定制核威慑战略的做

法；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安全保

证；尊重并支持所有无核武器区建设，特别是推动《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早日签署，推进中东无核及其他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区建设；废除核保护伞及核共享的政策和做法，撤

回部署在国外的核武器，不得在任何地区复制“核共享”安排。 

优先任务三：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

核不扩散体系，加强多边核军控体系。 

落实方式：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动

伊朗核、朝鲜半岛核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避免局

势升级和冲突对抗。反对个别国家基于冷战思维和狭隘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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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考量，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开展有违《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核合作。同时,平衡处理核不扩

散与和平利用核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工

具，防止损害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维护和加强多边

核军控体系，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九、促进和平利用科技 

优先任务：统筹安全和发展，平衡处理和平利用与防扩散

出口管制的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科技。 

落实方式：在联合国框架下，结合“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

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A/77/393)有关要求，开展专题讨论、

高级别会、政府专家组等相关对话进程；围绕促进和平利用科

技制定行动计划，推动取消对和平利用的过度限制，鼓励现有

防扩散出口管制机制提高透明度和包容度；加强跨领域、跨组

织协作，推动更多利益攸关方参与讨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

源、提高效率。 

十、维护外空和平安全 

优先任务：维护外空和平与安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落实方式：各国应坚持和平利用外空基本原则，明确反对

将外空作为作战疆域，承诺不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设置为联合国未来峰会“外空多

利益攸关方对话会”的优先议题；支持联合国再次建立“防止

外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支持裁谈会早日谈判达成外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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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法律文书。 

十一、遏制轻小武器泛滥 

优先任务：遏制轻小武器泛滥势头，加强《武器贸易条约》、

《枪支议定书》等常规军控条约的普遍性与有效性。 

落实方式：推动尚未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枪支议定书》

的国家尽快加入；加强多双边交流与合作，通过研讨会、培训

班等方式积极向亚非拉地区提供援助与合作，加强其枪支管控

能力建设；结合科技进步和形势发展，联合国牵头评估常规军

控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有针对性应对思路举措，完善

相关多边机制。 

十二、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优先任务：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可靠、可控。 

落实方式：推动各国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

负责任地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反对利用人工智能优势损

害他国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行为；确保新武器的使用符合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避免误用恶用；加强对人工智

能军事应用的监管，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

架和标准规范；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

支持联合国框架下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问题的讨论，

推动制定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十三、维护网络安全 

优先任务：遵守和落实联合国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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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维护开放、安全、稳定、可及、和平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

秉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制定和落实全球可互操作的供应链安全

共同规则和标准，共享数字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落实方式：各国应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确保

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防止网络空间分裂和碎片化。

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动制定各国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

则，维护联合国新一届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的唯一进程地

位，就联合国建立一个各方普遍参与的、包容性的、持续的网

络安全进程积累共识。制定全球性、客观的、可互操作的供应

链安全规则。平衡安全与发展，维护促进发展中国家充分享有

数字发展机遇，弥补数字鸿沟。推进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机制改革，促进论坛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