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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自1959年2月4日建交以来，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指导下积极、稳步发展，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取得丰富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苏丹共和国总统巴希尔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长足发展，认为有必

要加快发展双边合作，提升其水平，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迈向更高层次，从而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两国实现彼此发展和繁荣的共同努力。

　　为此，两国元首决定提升中苏关系，使其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此框架下，双方认为应重点开

展以下合作：

　　一、政治领域

　　（一）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和磋商进程，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

经常性沟通和协调，不断扩大共识，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

　　（二）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政府交往，加强各领域经验交流和相互借鉴，保

持两国外交部间的政治磋商。

　　（三）两国在涉及双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相互支持。为此，苏丹重申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

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四）中国强调，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对涉及苏丹的有关问题给予坚定的支持，支持苏

丹为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加强国内各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名

义干涉苏丹内政。

　　（五）双方表示，无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如何变化，将继续在国际场合，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

会和人权理事会内就涉及彼此关切的问题相互支持和帮助。中国将苏丹视为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战

略伙伴和紧密朋友。

　　（六）双方谴责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双重标准和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

和宗教挂钩。在此框架下，双方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以单边经济制裁为武器，破坏其他国家的安全与

稳定。

　　（七）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尤其是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国际发展合作等重大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八）加强就中东和非洲地区局势的磋商与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实现地区稳定和发展。中方赞赏苏方在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苏方对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所持的公正立场和发挥的重要

作用表示赞赏。

　　（九）双方高度评价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对中阿关系发展所发挥的引领作用，

双方愿积极支持论坛机制建设，以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

关系，密切各层次往来，增进文化与文明交流。

　　（十）双方对中非合作论坛为加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支持南南合作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

满意，强调愿共同努力推进论坛工作，通过论坛不断提升中非关系，使非洲国家获得提高自身能

力，改善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可靠方式与机制。

　　（十一）中方赞赏苏丹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经贸、能源、航天、核和投资

　　（一）充分利用两国经贸互补优势，继续发挥两国经贸联合委员会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两

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通讯等传统领域合作，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全面发展。

　　（二）不断深化两国在石油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在石油增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炼油化

工等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三）积极加强双方在农业、矿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推动中国

企业在上述领域的投资，为苏丹建立经济特区提供帮助。

　　（四）积极推动双方在卫星及其应用、地面设施等航天领域合作，欢迎两国签署航天局间合作

协定。

　　（五）落实两国业已签署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推动双方在铀资源勘查采冶、核电、核技

术应用、核安保、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

　　（六）中国强调，从两国战略关系出发，将为苏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以支持苏丹的经济社

会发展项目。

　　（七）双方坚持继续秉持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的精神，开展融资合作。为此，双方愿鼓励符合

条件的银行互设分支机构，并为双方银行业合作提供便利。

　　（八）坚持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赴苏丹投资兴业，探讨和推动双方产能合作。双方

承诺为对方企业在本国市场开展业务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便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对方人员

和机构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双方人员往来便利化，依法保护两国贸易、投资、工程技术及劳务人

员的合法权益。

　　（九）加强两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中方将根据苏方需求，适当加大对苏丹政府官员、技术人

员等各领域人才的培训力度，帮助提高苏丹的自主发展能力。

　　三、人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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