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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届联大议题项目 86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中国代表刘洋在第 73届联大六委

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的发言

（2018年 10月 9日）

主席先生，

法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代

表团支持联大六委继续讨论“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以促

进各国在法治问题上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实

现良性互动。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世界上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法治模式，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法治道

路，并在自愿基础上相互学习借鉴。中国政府坚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积极探索有自身特色的

法治之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

来，中国政府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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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久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正式启动全面工作，这是我们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

国的战略举措，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必将有力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进程。

在国际层面，中国始终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倡导多边主义，促进尊重国际法。当今国际格局正经历大

变化大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形势中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加。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应强化对多边主义

的共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

核心的国际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多边主

义的最好诠释，符合当代国际法治新的价值目标和前进方向。

这一重要理念迄今已写入联合国机构多项决议，得到国际社会

积极响应和普遍认同。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在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进程中，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主席先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

品，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行动，也是弘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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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的重要举措。中国和所有伙伴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中一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时也充分体现法

治的精神和要求。2018 年 7 月，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法学会在北

京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来自有关国家政

府部门、国际和地区组织、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的 350 余名代

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规则与协调”主题进行了广泛深

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下一步，我们将同有关各方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全方位的法治合作，共同探索建立合作机制，协商确

定合作重点，逐步制定行动计划，有效解决法律问题，不断凝

聚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法治之基。我们相信，“一

带一路”法治合作逐步深入，将为各国运用法治合作促进发展

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范例。

主席先生，

中方注意到秘书长在其“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法治活动”的

报告中提及死刑问题。中国重申，死刑问题属于一国司法主权。

目前国际社会在死刑存废问题上没有共识，各国有权根据自身

国情和人民意愿决定是保留还是废除死刑。

主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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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法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愿在尊重《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一道努力维护与完善法

治，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