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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24日，正在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俄总理弗拉德科夫签署

了《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二OO四年九月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九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

晤。

　　温家宝总理分别与普京总统、弗拉德科夫总理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和国家杜马主席格雷

兹洛夫举行会见和会谈。

一

　　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见中，双方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元首确定的青年友谊

年，这为全面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双方本着二OO一年七月十六日签署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讨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经贸、科技、人文及国际领域

合作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认为，普京总统十月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与胡锦涛主席举行会晤，是今年双边关系中的

大事，对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两国总理审议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5－2008年）》，并对制订这一

纲要的工作予以肯定。双方商定将共同努力，尽快结束有关工作，以便将该文件提交十月元首会晤

批准。

　　双方对中俄总理第八次定期会晤以来在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双方认为，中俄经贸合作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前八个月贸易

额达128.7亿美元，增长35.4%，今年可望接近或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投资合作续有发展，一系

列投资促进活动取得实际成果。人文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巩固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双方宣布，正式开通两国总理直通保密电话，这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

问题。

　　双方通过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纪要》和《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纪要》。两国总理积极评价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和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及其各分委会

自第八次定期会晤以来所做的工作。

　　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期间签署了下列文件：

　　－《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纪要》

　　－《关于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政府提供车臣教育援助的换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规范中俄贸易秩序的谅解备忘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支持开展机电产品贸易的换

函》

　　－《2002年8月22日签署的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

协定的纪要》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苏联对外经济银行和俄罗斯进出口银行合作协定》

二

　　双方决心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力争在一系

列重要方向上实现突破。为此，双方宣布：

　　（一）中国重申，支持俄罗斯尽快加入世贸组织。俄方对中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本次总理会

晤上，双方顺利结束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中俄双边谈判。两国总理宣布，俄罗斯承认中国是

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承认俄罗斯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二）为保持双边贸易持续发展，有必要制订促进和加强中俄全面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大幅提

高双边经贸额。双方将努力使双边贸易额到2010年达到并超过600亿美元。

　　（三）双方将采取共同措施，扩大机电产品贸易，提高机械、设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改

善双边贸易结构。中方支持本国企业引进俄能源设备、矿山机械、汽车和汽车发动机、机床和机械

设备，俄方支持中国通信设备、家电、食品加工设备以及船舶产品进入俄市场。双方将积极扩大机

电产品贸易促进活动，鼓励技术转让和相互投资。

　　（四）双方将完善敏感商品预警和磋商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贸易争端，减少现有贸易壁垒。

　　（五）加大中俄规范贸易秩序联合工作组的工作力度，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俄

罗斯联邦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规范中俄贸易秩序的谅解备忘录》，采取共同措施，依照两国现行

法律规范贸易秩序，不单方面采取有损对方利益的行动和限制性措施，切实保护对方经商人员在本

国的合法权益。

　　（六）积极拓展在投资领域的合作，根据两国有关部门达成的共识，今后每年将召开中俄投资

促进会议，以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特别是大项目的实施。双方将加快《中俄两国政府关于鼓励和保

护相互投资协定》的商签工作。

　　中方将扩大对俄资源和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俄方愿为此提供

便利条件。



　　（七）双方表示将在制订各自地区发展计划方面加强协调，支持中国企业参与俄西伯利亚和远

东地区开发，鼓励俄企业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通过开展贸易、经济技术、

投资合作，全面提高两国地区间和边境地区合作水平。

　　（八）两国总理指出，促进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现实进展是中俄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重申，愿继续推动落实中俄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项目，包括中俄

原油管道建设项目，以及在两国境内共同开发油气田。两国总理责成中俄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在双方

政府审议《从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凝析气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韩国修建管道以及开

发科维克金凝析气田的国际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基础上对科维克金天然气项目的实施前景

进行评估。双方表示，愿在互利基础上支持通过铁路扩大从俄向中国运输原油。双方将研究有关签

署支持扩大两国原油贸易的政府间协定。

　　（九）扩大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核电站建设和核燃料循环方面的合作。

　　（十）不断完善双边科技合作项目遴选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在航天、核能和其他能源、动

力、新材料、化工、生物、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优先发展领域的合作。

　　加强中国国家重点科研院所和俄国家级科研中心的协作，加大科技人才交流力度。支持建立和

发展联合科研机构和实验室。

　　协助两国有关组织和公司解决好在科技成果商品化和技术产业化方面的问题。

　　大力扶持中俄“友谊”科技园和其他科技园的建设和运营，继续给予必要的财力、物力、法律

方面的支持。

　　（十一）在全面及时落实中俄2004—2006年及以后数年的航天领域合作纲要的基础上，继续

发展和加深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

　　从全面、深入发展中俄航天领域长期合作的利益出发，确定和进一步协商航天领域中一个或多

个大型航天合作项目，以便今后共同实施。这些项目符合两国利益及两国国家航天计划中所确定的

任务。

　　（十二）在未来三年内，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项目，切实落实两国在研制、生产民用航材领域

的合作计划，在民用航材制造领域交流新技术。

　　（十三）巩固和扩大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包括产业合作、信息技术应用和知识产权

保护等。双方将继续支持俄移动通信运营公司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水平，在中国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进入中国通信服务市场。俄方将尽快提出具体方案。

　　（十四）扩大银行合作规模，将二OO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

的《中俄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适用范围扩大至中俄所有边境地区，并确保全面准确地执

行该协定的所有条款；继续在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领域开展合作。

　　（十五）为满足发展贸易及公民往来的需要，扩大跨国汽车运输领域的合作，提高边境口岸的

通关能力，调整通关时间。尽快研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国外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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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