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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于2021年11月30日以视频

方式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六次定期会晤。

一

两国总理（以下简称“双方”）强调，今年双方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不受

外部影响。双方愿按照两国元首共识扩大中俄务实合作规模，为双边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双方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成为全球性威胁的背景下，中俄双方保持紧密协作，携手抗击

疫情，将采取措施降低疫情对两国务实合作的影响，支持深化国际抗疫合作，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双方指出，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持续高效运行，有效指导两国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

文、地方等各领域合作实现全面深入发展。双方愿继续完善该机制，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新的成

果。

二

双方指出，2021年两国经贸合作克服外部因素不利影响，重回增长轨道，双边贸易额创下历史

新高。双方对制定完成《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表示欢迎。

双方愿共同努力，巩固良好务实合作势头。为此，双方商定：

——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改善贸易结构，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推动在两国境内设立产业园区，以进一步巩固双方机电领域合作。

——双方欢迎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鼓励两国企业积极拓展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

——责成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研究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间

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的可行性。

——支持2022年举办第七届中俄博览会，欢迎俄方莫斯科市申办2030年世博会。

——促进开展包括绿色、低碳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推动两国业界开展深入对接。

——加强服务贸易合作。

——持续深化电子商务领域合作，积极打造两国经贸合作新增长点，推动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就两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保持沟通和信息交流，在保护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领域开展合

作。



——加强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合作，继续保护两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领域的合作协定》，

为中俄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加强在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告监管等领域的信息沟通及合作，促进市场公

平竞争。

——继续深化在计量、标准、合格评定和检验监管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中俄贸易便利化，在双

方共同关切领域开展科技交流，推进标准协调对接，交流经验与实践成果，定期就法律法规及其调

整交换信息。

——深化农业合作关系，进一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推动中俄农业

合作再上新台阶。

——继续推动发展食品农产品贸易，提升两国农产品进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在扩大两

国农产品相互准入问题上开展紧密合作，为农产品贸易和投资合作创造稳定的、可预期的环境。

——共同营造良好农业投资环境，为两国企业开展农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

——继续落实《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提升双方大豆及油料油脂贸易量。

——深化中俄农业科技合作，继续开展作物种质资源交换、高产和适应性品种选育、作物、动

植物病虫害防控等领域合作。

——双方积极评价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桥建设成果，将继续加强合作，推动公

路桥尽快实现货物通车。

——双方注意到中俄同江－下列宁斯阔耶界河铁路桥实现铺轨贯通，为大桥全面开通运营奠定

了坚实基础，双方将继续推动完成配套铁路口岸建设。

——在北斗－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推进实现中俄之间国际道路运输数据信

息交换。

——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便利公民往来的协议》第13条，推

进中俄国际道路运输司乘人员签证便利化。

——推动落实两国交通运输部门签署的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协议。

——双方支持研究两国国境河流航行船舶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继续促进在“滨海2号”国际运输通道建设自动驾驶通道的可行性研究。

——支持使用冷藏集装箱组织至中国和过境中国的禽类、肉类、肉制品等产品运输。

——推动在满洲里－后贝加尔铁路口岸开展集装箱内液袋装运植物油的常态化运输。

——推动进一步提升中俄间铁路集装箱运量及跨境运输量。



——为提高中俄间铁路口岸工作效率、提升货运量，将继续在提升电子数据交换的完整性和质

量方面开展工作，推动使用对承运人、查验部门具备法律意义的电子运输单据。

——继续落实2019年7月24日签署的《中俄民航部门关于航空运输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

对进一步拓展两国航空领域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背景下，在确保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保持并研究增开航班，有序恢复双方人员交往。

——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国交通往来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多

措并举保障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畅通。

——采取协商一致的共同措施保障中俄边境口岸运行。

——双方将加快协商关于修订199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

俄边境口岸协定》的草案文本，以便组织双方公民自驾8座及以下小型私人车辆经满洲里－后贝加

尔斯克、黑山头－旧粗鲁海图、珲春－克拉斯基诺及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公路口岸穿越中俄国

界。

——探讨开展制定新的中俄政府间边境口岸协定，继续在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口岸工

作时间、创新口岸运输方式和改善口岸通关环境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为后疫情时期发展双边经贸

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积极探讨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全面促进双边贸易便利，稳步推

进“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商品信息自动化交换等重点项目，继续巩固包括互予行政协助、打击

走私、知识产权保护、海关风险管理、统计数据比对分析、保障海关费用全额缴纳在内的贸易合法

性安全保障合作。

——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俄卫星导航长期合作。双方积极评价《2021至2025年中俄卫星导航

领域合作路线图》和在中俄境内互相建设北斗和格洛纳斯监测站项目合同，以及《中国卫星导航系

统委员会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关于北斗和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时间互操作的合作协议》的

签署筹备工作，责成中俄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委员会落实《2021至2025年中俄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路

线图》，培育新的合作项目，扩大合作领域，推动成果转化应用。

——根据两国对创新、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于《2018-2022年中俄航天合作大纲》

的实施，持续拓展包括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在内的月球与深空探测、运载火箭及发动机、对地观测

和低轨卫星通信系统、航天电子元器件、空间碎片、Millimetron（频谱－M）天体物理空间天文台

等重大项目上的长期互利合作。

——为最有效利用两国在发展空间科学技术领域的经验，双方将推动在建设和使用国际月球科

研站领域的互利合作，包括商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

研站的协定》。

——继续深化冶金、原材料、化工、铁矿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铁矿石贸易，加强钾肥产

业合作，扩大钾肥贸易，推进钾资源开发项目建设。



——为优化和扩大双边森工领域合作，积极推进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工作，

继续共同推动在俄境内实施木材加工制造等投资合作项目。

——继续深化在民用航空、汽车、能源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电子信息等领域务实合作，推

进中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项目合作。

——高度评价研制先进民用重型直升机项目合同和政府间协议的签署与生效，加快推进这一中

俄航空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关于数字

技术开发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联合开展信息技术研发，

共同拓展市场，释放两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潜力，支持两国高校围绕数字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在终端操作系统（包括极光、鸿蒙、欧拉操作系统）方面继续开展深入合作，并推动两国

企业对接交流。

——鼓励两国通信运营商开展互利合作，推动降低国际漫游通信资费，提升网络互联互通能

力，提高两国跨境通信业务质量。

——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探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技术产业等具

有广阔前景的领域扩大合作，深化先进管理体系和技术实践等方面的交流。

——扩大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领域互利合作，包括推进在中俄边境地区发展5G移动通信网络

（5G/IMT-2020）、广播业务等事宜上的合作，并围绕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筹备工作继续

加强协作。

——深化两国邮政部门合作，促进邮政业务发展，借助中国邮政和俄罗斯邮政航空运力开通中

俄运邮航线，推动在跨境电商新产品开发、处理能力提升和质量改进、中欧班列（新西伯利亚、叶

卡捷琳堡、喀山口岸）项目等方面开展合作，为电商客户和制造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基于举办中俄科技创新年的成功经验，继续深化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互利合作，加强两国

在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的沟通，密切科技交流，扩大关键和优先科学任务联合攻关，首先是

大科学项目领域合作。

——加强两国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基于法律并兼顾沿线国家权益促进北方海航道利用，以及

应急救援保障、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科研、旅游、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

——支持编制中俄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合作发展路线图。

——加强在固体废物处理、跨境水体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络等环

保领域合作，继续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框架下的环保合作。

——推动中俄两国建设领域有关科研单位和行业团体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开展中俄城建夏令营

项目、两国建设领域职业资格管理体系和资格互认方面的研究。

三



双方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资本流通及落实两国投资合作项目持续造

成影响的条件下，应继续发挥两国互补优势，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质量、水平和规模。为此，

双方商定：

——采取措施加强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对深化两国投资合作的引领，共同修编新版《中俄投资

合作规划纲要》。

——依据《中俄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和两国法律规定，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

统筹协调相关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解决中俄投资合作重点项目和前景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商业原则为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定期、及时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推动营造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推动在北极和远东等地区实施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清洁、低碳投资项目。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推动在可持续发展、加工业、矿产资源开采和深加工、农产品、

木材、石油天然气化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金融、保险、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

资合作。

——支持积极承担必要社会责任、改善民生的企业实施的投资项目。

——加强对双边合作基金的统筹协调。

——推动中俄投资合作重点项目落地，支持两国企业开展符合环保、低碳要求的投资合作项

目。

——加强两国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的政策交流。

四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财金合作呈现的积极发展态势，强调应进一步加强协作以拓展两国经贸合

作。为此，双方商定：

——继续发挥中俄财长对话机制作用，加强财政政策沟通与交流，推进多双边财金合作。

——继续发挥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潜力，推动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发展。

——加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财金渠道、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多边机制下的政策协调

和务实合作，以及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方面的合作。

——继续推进中俄审计准则等效与审计监管交流合作。

——加强两国财经智库合作，为推动在上合财长会等多边机制下开展交流提供助力。

——积极评价两国央行为发展两国金融机构间合作及确保经济实体间畅通结算所作的努力，支

持进一步加强双方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间联系。

——支持在双边贸易、投资和借贷中进一步扩大本币计价结算，发挥好包括俄罗斯人民币清算

行在内的两国基础设施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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