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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国柏林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4年3月28日，柏林）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8日至30日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强调，双边关系发展富有成果，

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高水平合作密切。双方决定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为深化战略伙伴关

系，中德两国致力于定期就地区和全球政治、安全问题举行磋商。双方一致认为，继续深化中德合

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亚洲和欧洲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福祉，促进世界可

持续发展。

　　一、中德两国视彼此为长期战略伙伴，双方已建立的政治互信使得两国政治高层能定期进行开

放坦诚的意见交流。两国均视对方发展为互利合作的重大机遇。为深化互信，双方不断夯实由60多

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合作机制构成的广泛合作基础。其中，2010年商定建立的定期政府磋商机制发

挥着核心协调作用。2014年下半年在德国举行的下一轮政府磋商应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

动纲要。

　　二、中德两国认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构成错综复杂的挑战。中德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

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对和平和繁荣共同承担着重要责任。双方愿意在双边、多边以及中国和

欧盟关系框架内深化外交和安全领域战略合作，更加积极参与解决地区与国际冲突。双方将就乌克

兰、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密切沟通。双方欢迎在六国框架内就伊朗核问题开展建

设性合作。鉴此，双方决定将现有的战略对话拓展为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两国将就国际和地区危

机以及气候、环境、能源与资源安全、国际发展合作、粮食安全等全球挑战保持定期交流，在国际

组织与机构中，尤其是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开展更紧密合作。

　　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之际，双方强调各国人民之

间和平相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双方致力于按照《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和平

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和冲突。双方欢迎扩大和深化欧洲一体化、亚洲区域合作，推动建设以更加公

正、合理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德国欢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由此将为国际与地区安全作出更

大贡献。双方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德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四、双方愿加深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增进政治互信。双方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与法治的意

义，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在协商一致的关键和重点领域加强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

　　五、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促进。德国

欢迎中国加强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愿意在双边和欧盟层面与中国开展更紧密合作。中国赞赏德



国为推进欧洲一体化、恢复欧元区金融政策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双方高度重视深化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中欧政治对话，致力于切实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双方致力于推

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顺利进行。依据《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成功签订目标高远且涵盖投资保

护和市场准入的中欧投资协定，可为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着眼长远就签订一项全面深入的自由贸

易协定开启谈判铺平道路。

　　六、双方一致认为，改革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注意到2013年11月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将此视为两国合作的

新机遇。

　　双方决定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将在下轮政府磋商中予以细化。这一伙伴关系将进一步促

进“新四化”，即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在交通、电动汽车、高端制造业、

能源、食品安全、清洁水和资源效率等领域的合作。双方欢迎中国决定担任2015年德国汉诺威消费

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合作伙伴国，这体现了双方在信息技术领域进行经济合作的意

愿。

　　七、双方赞赏在气候变化和环保领域业已存在的密切的气候和环境伙伴关系，愿在空气净化、

低碳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绿色消费领域加强合作。此外，双方将继续推动在提高能效和推广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八、中德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相互开放投资。双方反对贸易和

投资保护主义。作为出口大国，中德两国重视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双方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认为它为世界自由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法律框架。双方将继续致力于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双方将继续在国际工作组框架下就出口信贷开展对话。

　　双方一致同意，本着平等和对等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广泛的经济关系。双方将为在对方国家落户

的中德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参加政府招标方面。双方认为，公平的市场准入和保护

知识产权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企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争端，支持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

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深化在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认可和标准化领域的合作，确

保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

　　九、中德通过奉行负责任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关系的稳定作出贡献。两国愿加

强财政金融领域协调，为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作出贡献。双方商定定期举行高级别财金对话。

双方强调签署新的、现代化的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重要性。德方欢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

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双方欢迎中国人民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就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

和结算安排签署备忘录。之后，将选择一家人民币清算行。

　　十、为加深相互理解，密切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双方

高度重视教育领域合作、高校合作和大、中学生以及科研人员交流。应继续鼓励两国人民学习对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