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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一 
 

《中美聯合聲明》 
一九九七年十月二十九日 

 

  應美利堅合衆國總統威廉．Ｊ．柯林頓的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

於一九九七年十月二十六日至十一月三日對美國進行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主

席十二年來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在華盛頓訪問期間，江澤民主席與柯林頓總

統舉行了正式會談。江澤民主席還與艾爾．高爾副總統、美國國會領導人以及其

他美國領導人進行了會晤。錢其琛副總理兼外交部長與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國務

卿也進行了會談。  

 

  兩國元首就國際形勢、中美關係以及兩國面臨的重要機遇和挑戰進行了深入

的、富有成果的會談。雙方同意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不僅符合中美兩國人民的

根本利益，而且對於共同承擔責任，努力實現二十一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是重要的 

。雙方同意，中美之間既有共同點，也有分歧；雙方有重大的共同利益，決心共

同本著合作和坦誠的精神，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以取得具體進展。中美在人權

問題上存在重要分歧。同時，中美兩國在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

經濟增長；防止大規模殺傷性武器擴散，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打擊販毒、國際有

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問題上；在加強雙邊經濟發展、貿易、法律、環保、能源、

科技、教育和文化交流與合作以及兩國軍隊往來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潛力 

。  

  兩國元首決定，中美兩國通過增進合作，對付國際上的挑戰，促進世界和平

與發展，共同致力於建立中美建設性戰略夥伴關係。爲實現這一目標，雙方同意，

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在中美三個聯合公報的原則基礎上處理兩國關係。  

 

  中方強調，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恪守中美三個

聯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理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美方重

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聯合公報的原則。  

  作爲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中美兩國支援聯合國根據《聯合國憲章》的

宗旨和原則在全球事務中，包括在維持和平以及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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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有效的作用。兩國都贊成對聯合國進行改革，使安理會更具代表性，同時

保持和增強安理會的工作效率。兩國強調需要將聯合國置於更加穩固的財政基礎

上，兩國將積極參加聯合國內有關會費比額問題的討論。  

  中美作爲亞太地區的大國，願加強合作，共同對付面臨的各種挑戰，爲促進

本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雙方認爲，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具有

重要意義，雙方通過四方會談推動建立半島的持久和平，並繼續就此進行磋商。

雙方還強調，維護中東、海灣和南亞等重要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符合兩國的共同利

益。  

  兩國元首就採取一系列步驟達成了協定，這些步驟將爲進一步發展中美關係

和加強兩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提供框架。  

 

             高層對話和磋商 

 

  中美兩國同意兩國元首定期訪問對方首都。  

 

  兩國同意在北京和華盛頓之間建立元首間通訊聯絡，以便利直接聯繫。  

 

  兩國還同意，兩國內閣和次內閣級別官員定期互訪，就政治、軍事、安全和

軍控問題進行磋商。  

 

            能源和環境合作 

 

  中美兩國重申就廣泛的環境問題進行合作的重要性，這一重要性在一九九七

年三月成立的中美環境與發展討論會上得到了體現。  

  雙方認爲，開發並有效利用能源、保護全球環境、促進有益於環境的增長和

發展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鑒此，雙方同意通過一項加快清潔能源專案建設及適當

轉讓相關技術的倡議，來加強在能源和環境領域的合作。該項合作的主要領域將

是清潔能源、城市空氣污染的防治和農村電氣化。這一倡議也將促進在諸如氣候

變化、荒漠化和生物多樣性等全球環境問題上進行更廣泛的合作。中國國家計劃

委員會和美國能源部已簽署了《中美能源和環境合作倡議書》，以促進在上述領

域的有效合作，包括使用清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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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貿 關 係 

 

  兩國元首準備採取積極和有效的措施擴大中美貿易和經濟關係。兩國經濟正

邁向二十一世紀，資訊技術對促進技術革新和提高生産力至關重要。爲此，中國

表示了儘早參加《資訊技術協定》的意向。此外，中方將在世界貿易組織談判範

疇內，繼續實質性地降低關稅。  

  中美兩國認爲，中國全面參加多邊貿易體制符合雙方的利益。爲了實現這一

目標，雙方同意加緊關於市場准入、包括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業、標準、農

業等問題和履行世界貿易組織原則的談判，以便中國可以在商業上有意義的基礎

上盡可能早日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和 平 核 合 作 

 

  中美兩國同意，在和平利用核能領域進行合作符合兩國的共同利益。爲此，

它們已經爲執行一九八五年簽署的《中美和平利用核能合作協定》各自採取了必

要的步驟。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美國能源部簽署了一項意向性協定，以促進兩

國間的和平核合作和研究。  

 

            防  擴  散 

 

  雙方同意致力於促使《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儘早生效。雙方還同意在聯

合國裁軍談判會議上尋求早日就“禁止生産用於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裝置的裂

變材料公約＂開始正式談判。  

  中美兩國重申雙方不向未接受保障監督的核設施和核爆炸專案提供任何幫

助的承諾。中國已對核和雙用途材料及相關技術的出口實施控制，並將於一九九

八年年中採取進一步措施加強對雙用途材料的出口控制。美國將繼續加強對核和

雙用途材料及相關技術的嚴格控制。  

  作爲《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創始締約國，中美兩國同意在多邊框架內就執

行該公約進行合作。雙方認爲，政府對與化學品有關的出口進行監督是重要的。  

  中美兩國同意在一九九四年關於導彈不擴散問題的聯合聲明的基礎上繼續

努力。雙方重申各自對《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度》準則和參數已作出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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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權 

 

  中美兩國都認爲《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際人權文書在促進人權方面發揮

積極作用，並重申雙方均致力於促進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  

  儘管兩國未能解決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但雙方同意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

精神，通過在政府和非政府級別的對話討論這一問題。兩國同意就非政府人權論

壇的結構和作用進行討論。  

 

             法 律 合 作 

 

  中美兩國認爲，促進法律合作符合兩國的利益和需要。  

  雙方願意加強在打擊國際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製造僞幣和洗

錢等方面的合作。爲此，雙方擬設立一個由兩國政府主管部門代表組成的執法合

作聯合聯絡小組。雙方同意開始磋商，以達成一項法律互助協定。  

   

中美兩國將在對等的基礎上在各自的大使館指派負責緝毒事務的法律官員。  

   

鑒於中美兩國都重視法律交流，雙方擬設立一個聯合聯絡小組，以尋求在該

領域進行合作。這一合作可以包括法律專家的交流、法官和律師的培訓、加強法

律資訊系統、交流法律資料、交換對法律協助的看法、就行政程式相互進行諮詢

以及加強商業法及仲裁。  

  作爲這一法律合作計劃的一部分，中國司法部長將應美國司法部長的邀請於

一九九七年十一月訪問美國。  

 

             兩 軍 關 係 

 

  中美兩國就中美建立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達成協定。該協定將有助於

雙方海空力量避免發生意外事故、誤解或錯誤判斷。  

  兩國同意就人道主義救援和減災問題通報情況，進行討論，交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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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教育和文化交流 

 

  自一九七九年以來，中美之間達成了三十多個雙邊科技合作協定。中美科學

技術聯合委員會將繼續指導這一積極的雙邊科技合作專案，並將推動進一步運用

科學技術來解決國家和全球的問題。中美兩國還將確定利用空間對地球進行科學

研究和實際應用的合作專案領域。  

  中美兩國將擴大教育和文化交流。兩國元首相信，增加兩國人民之間的交流

將有助於發展長期的雙邊關係。  

  江澤民主席感謝柯林頓總統和美國人民的熱情接待。江澤民主席邀請柯林頓

總統于一九九八年訪問中國，柯林頓總統愉快地接受了邀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