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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大使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2022 年缔约国大会上的发言（完整版） 

（2022 年 11 月 16 日，日内瓦）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祝贺阁下当选本次会议主席，愿与你及各国

代表团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本次会议取得成功。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推进国际

常规武器军控进程，主张在平衡处理各国正当安全需要和人

道主义关切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完善常规军控领域的国际

法律机制。 

作为常规军控领域的重要法律文书，《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在解决常规武器滥用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为规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

提供了重要平台。 

人工智能，伦理先行。人工智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颠覆

性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其不

确定性也可能带来诸多全球性挑战。在伦理层面，国际社会

普遍担心如不及时加以规范，人工智能技术恐将产生损害人

的尊严和平等、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加剧歧视和偏见、冲

击现有法律体系等后果，并对各国政府管理、国防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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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甚至全球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始终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原则，

主张增进各国理解和互信，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安全、可

靠、可控，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这

一目标，中国建设性参与了包括公约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

器系统”政府专家组在内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进程。去年 12

月，中国向公约六审会提交了《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

的立场文件》，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广泛关注，中国结

合自身在科技伦理领域的政策实践，参考国际社会相关有益

成果，就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监管、研发及使用等问题向本届

缔约国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

件》。中方在文件中提出了以下主张： 

一是人工智能治理应坚持伦理先行，通过制度建设、风

险管控、协同共治等推进人工智能伦理监管。二是应加强自

我约束，提高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算法安全与数据质量，减

少偏见歧视。三是应提倡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避免误用、

滥用及恶用，加强公众宣传教育。四是应鼓励国际合作，在

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

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中方希望上述文件能对各方提供有益启发，在公约框架

内继续深入探讨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主席先生， 

作为公约及其五个附加议定书的“完全成员国”，中方

一贯重视并全面参与公约框架下各项议题的工作，按时提交

国家履约报告，及时足额缴纳会费，每年向公约“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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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加公约相关会议和活动。 

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扫雷援助与合作，迄

今已向 40 余国提供了总额超过 1 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扫雷

援助，培训 1000 余名专业扫雷技术人员。今年，中国向东

盟区域扫雷行动中心捐赠了 20 万美元，用于合办相关地区

会议。中国还向柬埔寨和老挝提供了一批人道主义物资，帮

助其加强扫雷能力建设。 

中方支持在公约框架下就非国家行为体滥用“简易爆炸

装置（IED）”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2017 年，中

方与比利时作为联合国 IED 处置标准工作组共同主席，研究

制定了一套 IED 处置标准，旨在清除维和行动的障碍、减少

人道主义伤亡，特别是为深受其害的国家提供借鉴，提高其

处置能力。我们希望这一标准能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技术借鉴，帮助其提高处置能力。 

主席先生， 

特定常规武器问题涉及面广，各国利益关切不尽一致，

地区安全形势千差万别，处理起来并非易事。各国应本着广

泛参与、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稳妥处理各方面

问题，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实际和各国国情，共同推进公约各

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中方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不断增强公约权威性和生

命力，为解决常规武器滥用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做出积极贡

献，共同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