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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斯塔纳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2005年7月3日至4

日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两国元首全面回顾了中哈建交13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满意地指出，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

繁往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两国经贸、能源、交通、科技、人文、安全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

化，这些合作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国开展全面合作的条约法律基础十分牢固，组织机构日臻

完善。两国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框架内进行了富有

成效的合作，共同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于上述，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和互利

合作，并考虑到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两国决定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应是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旨在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应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遵循2002年12月2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其主要内涵为：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合

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繁荣；扩大人文合作和民间交往，增进

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遵循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全面合作的共同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

简称“双方”）声明如下：

　　一、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高层交往在扩大两国全面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将继续保持

和加强这种交往势头，推动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及时交换意见。

　　二、双方认为，2002年12月2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是指导中哈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文件。双方重申恪守条约的原

则和精神，继续致力于落实条约和两国业已签署的所有政治声明，不断以新的内容充实中哈战略伙

伴关系。

　　三、双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03年至2008年合作纲要》对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扩大双方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中哈合作委员会及其调控中哈各个领域协作的分委会是中哈关系的主要协调机制，也是双方业

已达成和签署的各项条约、协议的有效落实机制。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合作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在首次会议框架内所做的工作。会议体现出拓宽、深

化双边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双方商定将大力推进中哈合作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开展。

　　四、双方一致认为，经济、贸易、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发展方

向，双方将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上述合作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随着部分双边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对

此高度评价。双方商定全力支持并提供一切必要条件，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建成阿塔苏－阿拉山口石

油管道并投入使用，加快推进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前期研究和落实气源工作。双方将加快落实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并尽快投入运行。

　　双方满意地指出，近年来双边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双方同时表示，应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的

商品结构，努力增加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共同采取措施，使贸易结

构多样化。双方同意就其他两国合作的紧迫问题建立磋商和对话机制。

　　双方认为有必要全方位利用两国在铁路、公路、航空领域的过境运输优势，扩大运输规模。

　　中方将支持横贯哈萨克斯坦准轨铁路干线建设方案的实施，并在保证运量方面提供协助。

　　双方将进一步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积极支持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境内，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开

设企业，相互投资，开展生产和经济贸易活动。双方将保护两国在对方国家境内的企业和公司的合

法权益。双方将采取措施建立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与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电力领域的合作。

　　双方认为两国银行有必要建立起相互协作的关系，为双方银行在对方境内积极开展业务创造良

好条件。

　　中方支持哈方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指出，中哈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谈判已成功起步，

双方将共同努力加快完成此项工作。

　　双方高度评价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取得的各项成果，特别是有关双方紧急通报

跨界河流自然灾害信息的协议，并将在现有机制下继续合作，包括通报自然灾害情况，以保证合理

利用和保护两国跨国界河流水资源。

　　五、双方将采取具体措施深化两国学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心的经验、人员和成果交流，并将

在中哈合作委员会相关分委会框架内研究哈方提出的在北京设立哈萨克斯坦－中国人文和科技合作

中心的建议。

　　双方重申愿推动两国包括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和旅游在内的人文文化领域的交往。同时，

双方将促进两国文化部门、创作团体的直接交往，推动两国举办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演员、文

艺工作者巡回演出。中方将认真研究哈方提出的关于在中国设立哈萨克斯坦文化中心的建议。中方

将按有关程序给予推动。双方同意在2006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2007年在中

国举办“哈萨克斯坦文化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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