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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双方同意协商举

行公安、内务部部长
年度会晤，加强在防
范“颜色革命”，打
击包括“东伊运”在
内的“三股势力”、
跨国有组织犯罪、经
济犯罪、毒品犯罪等
执法领域合作。

双方将定期组织
海上、空中联合巡航
和联演联训，加强包
括现有双边机制下两
军各项交流合作，进
一步深化军事互信。

双方高度重视维
护两国海外人员和机
构安全及权益，将进
一步推动双多边机制
建设和对口交流，不
断拓展海外公民、项
目、机构安全保护合
作方式和领域。

三
双 方 将 加 强 协

调，精准施策，从战
略高度出发，切实提
升两国各领域务实合
作水平，以夯实两国
关系物质基础，造福
两国人民。

双方将巩固双边
贸易增长势头，持续
优化贸易结构，实施
好《中俄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路线图》，支持电
子商务发展，培育经
贸新增长点，拓展经
贸合作广度，提升合
作效率，将外部风险
降到最低，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的稳固和安
全。双方将深化地方
合作，拓宽合作地域
和领域，推动双方中
小 企 业 扩 大 交 流 合
作。

双方将稳步推进
多领域投资合作，优
化营商环境，完善法
规保障，创新合作方
式，深化数字经济、
绿 色 可 持 续 发 展 合
作。双方将继续推动
新版《中俄投资合作
规 划 纲 要 》 编 制 工
作。

双方欢迎中国商
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
展部于2022年12月5
日发表的《关于启动
2006年11月9日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
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升级谈
判的联合声明》，将
就此持续进行谈判，
提升投资保护水平，
促进投资便利化，为
投资者及其投资营造
更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

双方将继续加强
在金融领域的互利合
作，包括保障两国经
济主体间结算畅通，
支持在双边贸易、投
资、信贷等经贸活动
中扩大本币使用。

双方将打造更加
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
关系，支持双方企业
推进油气、煤炭、电
力、核能等能源合作
项目，推动落实有助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倡议，包括使用低
排放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双方将共同维护
包括关键跨境基础设
施在内的国际能源安
全，维护能源产品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促
进公平的能源转型和
基于技术中立原则的
低碳发展，共同为全
球能源市场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双方将继续在民
用航空制造、汽车制
造、船舶制造、冶金
和其他共同感兴趣领
域开展务实合作。

双方将加强交通
运输领域合作，完善
跨境基础设施，提高

口岸通行能力，保障
口岸稳定运行。双方
将继续支持中欧过境
俄罗斯开展铁路和海
上货物运输，提升运
输效率。

双方将在航天领
域共同感兴趣的方向
深化互利合作，包括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航天局与俄罗
斯联邦国家航天集团
公司2023－2027年航
天合作大纲》。

双方将积极创造
便利，提升互输农产
品和粮食的多样性和
供应量。

双方支持2023年
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举办第七届中俄博览
会。

中方支持在欧亚
经济联盟框架内推动
一体化进程，俄方支
持建设“一带一路”
。双方共同努力，积
极推动“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 接 合 作 ， 加 强 亚
欧地区互联互通。双
方将继续落实2018年
5月17日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
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
定》。

双方愿继续推动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和 “ 大 欧 亚 伙 伴 关
系”建设并行不悖、
协调发展，推动双多
边一体化进程，造福
亚欧大陆各国人民。

双方高度重视落
实2015年《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 俄 罗 斯 联

邦、蒙古国发展三方
合作中期路线图》和
2016年《建设中蒙俄
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以进一步深化三方
一揽子合作，将积极
推动这一具有发展前
景的机制同上海合作
组织、欧亚经济联盟
等区域组织和机制进
一步对接。双方将共
同努力，推动新建中
蒙 俄 天 然 气 管 道 项
目研究及磋商相关工
作。

双方同意加强反
洗钱领域交流合作，
包 括 多 边 框 架 下 协
作。

四
双方反对国际人

文 合 作 政 治 化 ， 反
对 以 国 籍 、 语 言 、
宗教、政治或其他信
仰、民族或社会出身
为 由 歧 视 文 化 、 教
育、科学、体育界人
士。

双方将努力恢复
和扩大两国线下人文
交流合作，不断巩固
两国人民友谊和双边
关系社会基础。

双方将深化教育
合作，推进双向留学
提质增效，鼓励高校
合作，支持中俄同类
大学联盟和中学联盟
建设，推动合作办学
和职业教育交流，深
化语言教学合作，增
进两国学生交流，开
展数字化教育合作。

双方将深化科技
创新领域互利合作，
扩大行业人才交流，

当地时间3月2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会见俄罗

斯总理米舒斯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