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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应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于2012年6月23日至25日对阿根廷进行正式访问。

　　二、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

工作会谈，并会见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阿马多·布杜和众议长胡利安·多明格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

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三、温家宝总理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总统共同主持中阿建交40周年庆祝活

动。双方回顾了建交40年来，特别是200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并对此给予积

极评价。

　　四、双方决定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以长远眼光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持续发展。双

方同意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府、议会和政党间交流与合作，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以深化

政治和战略互信。

　　五、为推动双边关系有序和谐发展，双方决定在战略伙伴框架下，启动两国政府间共同行动计

划制定工作，以指导和协调两国各领域合作。该共同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7年)将包括两国现有及

优先推动的合作领域和项目。

　　六、双方表示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给予对方坚定支持。中国政府重申坚定支持

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以及重启有关谈判，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规定寻求马

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最终和平解决。阿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中国的和平统一。

　　七、双方认为，中阿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2002年至2011年间，双边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31%，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一致强调，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实现双边贸易多元化和平衡发展，确

保双边互利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

　　八、两国领导人强调，中阿经济关系对推动两国生产领域发展和创造体面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鉴此，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致力于深化经济关系、增加贸易和促进投资。双方一致认为，上述措施将

有效帮助两国应对发端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

　　九、双方回顾了自2011年5月两国有关部门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的各项行动

及其进展。双方表示将推动高质量、促就业的投资项目在各自国家落户，以促进平衡互利的全球化

进程。



　　十、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贸混委会等交流机制的作用，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承诺将继续

积极鼓励增加生产领域相互投资，消除政策性障碍，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加强两国政府和企业间

关系，促进各自致力于社会包容和平等的经济社会政策。

　　十一、双方积极评价克里斯蒂娜总统2010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确定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

所取得的进展，并承诺支持扩大该领域的双边合作。

　　十二、双方指出两国有关机构签署的大量协议体现了双方农业及粮食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一

致决定推动两国有关机构间现有的项目及技术合作，以加强粮食产业链合作，扩大双边贸易，保障

粮食安全。

　　双方同意深化两国技术部门在动植物卫生领域的现有合作，以增加双边贸易的产品种类，促进

出口产品多样化。

　　双方对建立中阿农产品加工示范园的倡议表示欢迎。这一农业及粮食产品生产平台将有助于推

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

　　十三、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在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和司法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十四、两国一致同意为食品、清洁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大型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支持两国

研究人员和企业参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为创造就业、促进社会发展、贸易平衡和提高两国

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十五、两国领导人强调能源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为此，双方表示愿在石油开采及投资项目、

第二代生物燃料、氢能、核能、太阳能、煤炭气化技术、铁路电气化和玄武岩工业化生产等领域开

展合作。

　　十六、此外，双方愿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促进各生产领域的技术转让。两国领导

人同意建立机制，促进对两国企业在科技和生产创新项目上的融资支持。

　　十七、两国领导人充分肯定双方自2008年以来在食品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框架下积极开展的工

作，并表示将继续推动该领域的合作。

　　十八、双方强调，中阿同为发展中大国，在各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

很多问题上拥有广泛共识。双方愿继续加强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协调，推动发展中国家在77国

集团+中国框架下的合作。

　　十九、中方对阿方推动中方与南共市成员国加强对话、进一步密切互利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

展的意愿表示赞赏。

　　二十、双方重申致力于多边主义，一致认为联合国应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等的国际

秩序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重申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认为改革应使安理会工作更加民主和透

明，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应寻求共识，反对推动未达成最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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