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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发表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

下：

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德·阿·梅德韦杰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10

月12日至14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于10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

期会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联邦委员会主席瓦·伊·马

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谢·叶·纳雷什金举行了会见。

　　一

　　两国总理高度评价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成果，就政治、经贸、投资、金

融、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面交换了意见，进一

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双方将继续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反

对以任何方式干涉内政，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尊重对方国家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的权利。

　　双方强调，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日益完善，为推动两国务实和人文合作全面快速发展发挥着

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中俄两国实施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进程，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提高了两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

　　两国总理高度评价双方启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和经济领域战略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的工

作。

　　双方将继续共同努力，挖掘潜力，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持续快速发展。为此，双方商定：

　　——为双边贸易创造稳定、可预见的条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双边贸易额增长，到2015年达到

10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提升贸易质量，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增加机电和农产

品比重。扩大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内开展有效协作，继续落实《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重点

推进大项目合作。

　　——支持中方企业利用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和跨越式发展区的潜力，

系统参与实施该地区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商定的合作项目。



　　——在财金领域紧密协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领域交流。加强两国金融机构在相互提供出口信

贷、保险、项目融资和贸易融资、银行卡等领域的合作，提高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在双边贸

易、直接投资和信贷领域扩大使用本币。

　　——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农业合作分委会框架内确定双方在农业领域最有前景的合作方

向，积极致力于扩大农产品贸易，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合作，密切在农工综合体投资领域的合作，

合作生产绿色农产品并促进两国间贸易及向第三国出口，扩大两国在渔业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

　　——加强在标准、计量、认证及检验监管领域的合作。

　　——加强两国海关合作，推进以“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海关便捷通

关合作，扩大海关监管结果互认试点范围，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偷逃税费、走私犯罪等违反海

关法行为，促进贸易安全。深化和扩大边境地区海关合作。建立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海关领域的

有效合作机制，推进信息交换合作。

　　——扩大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继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备忘录》，推

动双方在制药、医疗器械、化学、电子、铝业、油气开采设备、船舶、机床和运输机械制造领域的

交流合作。加强会展领域合作。确保2015年哈尔滨第二届中俄博览会以及中国担任2015年叶卡捷

琳堡创新工业展主宾国活动成功举办。

　　——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在经费和科技投入对等、创新链条完整、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的基础上，优先开展有前景的联合科研。

　　——推动民用航空和航空制造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扩大航空发动机、科技、工艺与材料、适

航等领域的合作。

　　——结合本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政策和发展规划，在执行《2013－2017年中俄航天合作大

纲》基础上，拓展并深化两国在航天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特别是有必要开展双方建议的新的联合

实施项目，涉及到对地观测、卫星导航、火箭发动机、月球及其他有前景的基础科学研究等，以符

合中俄两国科技、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利益。

　　——推动信息通信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取得实际成果，在无线通信设备、网络设备、高端服务

器、车载信息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在集成电路设计、电信设备和配件研发、陆地光纤通信网络建

设方面开展合作，在无线宽带接入、光纤网络、普遍服务、政府监管与政策等方面开展交流，共同

努力降低中俄两国间的国际漫游资费。

　　——继续研究构建“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确保在优先实施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上开展全面合作。

　　——在使用俄罗斯远东港口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中俄陆海联运合作方面加强合作。

　　——按照业已达成的共识推动同江－下列宁斯阔耶跨境铁路桥如期建成，抓紧协商《1995年6

月26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



（阿穆尔河）大桥的协定〉的补充协定》，继续就设立黑瞎子岛（大乌苏里岛）口岸进行工作。

　　三

　　两国总理高度评价中俄能源合作成果，将能源合作视为双边关系的战略领域。

　　双方将加强中俄全面能源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在石油领域的一揽子合作，组织落实向中国出

口俄罗斯天然气，扩大煤炭领域合作，包括开发俄罗斯煤田及发展相应基础设施，提升双方在电

力、能效、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水平。

　　双方将本着互利互惠、确保核安全的原则，扩大中俄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一揽子合作。

　　四

　　两国总理满意地指出，作为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俄地方和边境地区合作继续快速发展，

已成为两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补充。

　　双方同意继续就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

纲要（2009－2018）》开展工作，商定地方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双方指出，应加强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贸合作分委会边境及地方间合作常设工作组领导

下的中俄边境及地方间经贸合作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联邦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合作机制框架内，在

投资和人文等领域开展了积极工作，支持将这一合作经验推广到两国其他地区。（未完待续）

　　五

　　两国总理对《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表示满意，强调人文交流是中俄关系的战略

领域，支持进一步加强在该领域的交流。

　　双方指出,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大规模交流活动有着巨大的社会政治效应，为双边关

系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双方同意研究今后联合活动的主题。

　　双方高度评价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将定期和长期地扩大两国各个层面的青少年交往。

　　双方鼓励两国中小学生、大学生和高校教师之间开展交流，鼓励两国学校之间开展直接交流与

合作，鼓励采取措施提高中国人学习俄语和俄罗斯人学习汉语的兴趣。

　　双方指出，中俄工科院校联盟、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大学联盟、经济院校联

盟、师范院校联盟、艺术院校联盟和医学院校联盟对推动两国教育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支持

民航类、语言类、农业类等专业类院校建立联盟。

　　双方支持在中国建立中俄联合大学，认为落实该项目是发展双边人文合作的重要举措。联合大

学应成为双方交流经验和选择教育发展创新道路的有效平台，并为双方落实各领域共同合作项目及

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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