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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渴望

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巴关系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自

1951年5月21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在两国历代领导人的共同培育下，中巴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加

强，双边合作富有成果，已经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的理解

与和睦。两国开展的广泛互利合作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两国人民开辟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双方强调，中巴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文化和传统以及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持基础

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不断发扬光大，世代传承下

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睦邻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双方坚信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中心作用，将继续就此开展合作。两国在国际交

往实践中拥有共同的原则，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双方在多边领域保持了密切合作,在国际场合为实现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而相互支持。两国也一

直支持亚洲地区的和平倡议，支持发展和加强有利于亚洲人民的多种经济交往。

　　巴基斯坦支持博鳌亚洲论坛，赞赏其为促进和加强经济交往、推动亚洲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区域

经济合作所做的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欢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博鳌论坛秘书处的决定。中国的重

大经济变革和现代化建设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令人鼓舞的榜样，也极好地预示了亚洲的和

平繁荣与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

　　　　在新世纪开端，双方承诺将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深化和拓展两国全天候友谊和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特声明如下：

　　　　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两国高层领导人的经常性接触和交往，加强政府各部门、议会、政

党、军队、民间团体和地方组织的互访和交流，深化了解和友谊，促进双边关系全面、稳定、深入

发展。

　　 二、双方肯定两国年度外交磋商机制对增进双方政治合作的重要作用，同意加强两国外交部之

间多层次、多领域的磋商和交流，及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利用各

种场合保持经常性沟通和协调。

　　 三、双方认为，应在现有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形式多

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双方亲密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充分发挥两国政治和地缘优势，推进双方

在经济、贸易、投资、农业、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为此：

　　 （一）继续加强对经贸合作的指导与协调。发挥两国经贸科技联合委员会的作用，积极探讨发

展两国互利经贸合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为进一步挖掘双边经济合作的潜力，双方同意加强中巴企



业家理事会的作用成立中巴经济合作论坛。双方将不断完善有关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为双方公

司、企业和机构的经贸投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必要的便利。

　　（二）积极扩大双边贸易，并委托经贸联委会为此采取适当步骤。双方同意根据两国政府促进

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以及本国法律和各自国际义务，鼓励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 确定优惠/

零关税安排，为商人办理签证提供方便，使双边贸易额在今后五年内达到50亿美元双方同意根据新

签署的优惠贸易安排扩大双边贸易，并将以建立自由贸易安排作为最终目标而努力。双方同意加强

在劳务工程承包领域的合作，并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

　　（三）促进和规范边境贸易。双方将采取步骤促进边贸发展，并为此缔结新的边贸协定，促进

两国，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四）引导和鼓励两国有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学和科技型企业在通讯、水利、电力、航

空航天技术、计算机、自动化、有色冶金、信息技术、医药卫生、石化、生物技术、和平利用核能

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双方将努力促进技术转让和信息交流，充分发挥两

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加强在防扩散和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适时考虑商签有关相互出具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的

双边协议。

　　 （五）积极推动两国农、林、渔业的互利合作，充分利用两国自然资源丰富、互补性强的优

势，鼓励和支持两国有关企业和部门在农业技术、农林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制造、海洋捕捞、水产

养殖等方面加强交流和合作。

　　 （六）在工业领域，双方将促进在专业技术知识、利用双方原材料和技术进行共同生产、工业

区开发、工业港口、出口免税区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发挥大公司的主渠道作用，加

强中小型企业合作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如建立投资基金，鼓励多领域，的私有合资企业的发展。双

方将鼓励两国私有部门间的合作并为其提供便利，推动各领域合资企业的建立，尤其是在纺织品制

造领域。

　　（七）加强双方在财政和金融领域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八）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利用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促进人员和商品交流。

　　（九）为增进两国企业界的相互了解，双方同意增加在对方主要商业城市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

或商品展览会，两国有影响的商会（中方贸促会和巴方全巴工商联）建立定期交流机制。

　　 （十）扩大旅游合作。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双方将尽快落实有

关具体实施办法，增加游客人数，拓展旅游市场，加强旅游促销。

　　四、双方重视中巴防务与安全磋商机制对促进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作用。为发展两国防

务合作关系，应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包括团组互访、人员培训、部队训练、文化和体

育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应支持中巴防务技术和工业联委会的工作，加强两国国防

工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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