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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是他近 5 年
内第六次访俄。习主席与普京总
统交往频繁，4 年多来年均 5 次会
晤，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和
深厚友谊，共同推动、引领和规划
着中俄关系发展。中俄关系呈持
续发展的良好状态，显示了两国互
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巨大潜力。

中俄关系平稳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两国在处理重大问
题时密切沟通、积极协调，尤其是
在涉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
强政策协调、战略协作和行动协
调。元首外交，对于推动中俄关
系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提供重要
动力。习主席接受俄罗斯主流媒
体采访的内容，堪称对中俄关系
发展的精彩总结，在俄罗斯引起
很大反响。这表明，习主席在注
重与俄罗斯领导人进行交流的同
时，非常重视借助媒体与俄罗斯
民众进行沟通。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而俄罗斯则是建设“一带一路”的
重要战略协作伙伴。从发展趋势
看，中俄扩大经贸、投资、能源等
领域合作规模已是当务之急。习主
席访俄极大推动了“一带一路”建
设同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有
力促进了中俄两国在互联互通、投
资贸易便利化以及能源、高技术、
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中俄经济合
作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经济合作样
式，不断加大现代科技领域的合
作力度，不断提升合作领域的科
技创新含量。如两国在田湾核电
站、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和重
型直升机等战略性大项目方面取
得很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习
主席这次访俄期间，明确提出了
中俄共同开发和利用海上通道特

别是北极航道，打造“冰上丝绸之
路”的构想。这一倡议得到了普京总
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的积极回应。

习主席这次访俄期间，就朝鲜半
岛局势、叙利亚问题等重要地区问题
与普京总统交换了意见。中俄双方
相互支持两国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
的各自发展道路，充分关注对方在维
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政策取向。
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战略
协作，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
主化，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密切协调
和配合下，共同深化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等多边机制，共同维护
世界和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成为动
荡多变的国际局势的稳定器和压舱
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彰显了两个大国的责任担当。

事实上，中俄关系体现了高水平
的政治和战略互信，中俄互为最可信
赖的战略伙伴。中俄高层交往和各领
域合作机制越来越完善。除两国元首
频繁互访外，中俄两国各部门和各地
方建立起了稳定的交流协商机制，为
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两国
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为依
据，形成了“四个相互坚定支持”的
共识。中俄不断深化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为两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创造了良好条件，中俄在国际事务中
的战略协作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提供
了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
关系不断发展不仅造福两国，而且惠
及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
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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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莫斯科 7月 4日电 （记者杜尚泽、
吴焰、曲颂） 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日在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
国元首积极评价中俄传统友谊和双边关系发
展成就，决定携手努力，巩固和发展平等信
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和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
邻居、守望相助的好朋友、精诚协作的好伙
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
发展潜力，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俄
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维护两国安
全稳定，有利于中俄各自发展振兴，也有利
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习近平强调，我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
往，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
平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动力。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一带一
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顺利推进，投
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合作蓬勃开
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有效的协
调配合。两国合作没有止境。双方要把握两
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加大相互支持，加强战略协作，推进务实合
作，密切人文交流。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发展得非常好。拥
有高水平互信和完善合作机制是俄中关系的
巨大优势。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俄罗斯具有
重要意义。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非常良好
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此访期间，我同习
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就巩固政治互信，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达成高度
共识，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俄方愿同中方一
道，继续加强俄中全面战略伙伴协作。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努力，深化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高水平、强有
力的中俄关系打造成两国发展振兴的助推器
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双方同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
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遵循两国元
首达成的共识，相互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安
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
振兴。

双方同意发挥两国元首对双边关系的战
略引领作用，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双边
合作机制，加强立法机构协作，加强两国政
府各部门、地方和民间团体友好交往合作。

双方高度评价今年 5 月在北京举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意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促进
贸易发展，扩大相互投资，推进大项目落
实，积极构建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在可
再生能源、煤炭、水电开发等领域合作，推
动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深化科技、创
新、航天、网络安全、工业制造、通信、农

业、金融、环境保护、北极事务等领域合
作，推进安全领域合作。

双方同意扩大人文交流，加强在教育、
文化、体育、旅游、防灾减灾、卫生等领域
合作，鼓励青年友好交流，拓展地方合作，
办好中俄媒体交流年。以筹办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推动冬季运动方面交流合作。
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20周年
和俄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为契机，增进两
国人民相知相亲。

双方同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密切
有效的协作，加强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上
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
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框架下的沟通协调，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
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和核心地位，同
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共同应对恐怖主
义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地区热点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会谈后，普京向习近平授予俄罗斯国家
最高勋章“圣安德烈”勋章。

两国元首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
合声明》，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
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实施纲要 （2017
年至2020年）》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
题的联合声明》 以及经贸、农业、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金融、文化、创新、媒体、信
息网络、检验检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的交换。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同日，习近平向俄罗斯无名烈士墓敬献

花圈。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

动。
本报莫斯科 7月 3日电 （记者杜尚泽、

王恬） 当地时间 3 日晚，刚刚抵达莫斯科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会见。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
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畅叙中俄友谊，共谋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7 月初的莫斯科傍晚，微风送爽。夕阳
下的克里姆林宫，熠熠生辉。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再次来俄罗斯进行
国事访问，并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处
理重大问题时密切沟通协调十分重要。我们
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坚定支持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政策举措。双
方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大政策沟通
和行动协调，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普京对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表示热烈欢
迎。普京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俄中关系。我
赞同俄中两国要加强相互支持，密切在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俄中加强元首外
交对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引领和推动作
用。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一定会为俄中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叙利亚问题
等交换看法。双方一致认为，中俄双方要保
持战略协作，劝和促谈，妥善应对朝鲜半岛
形势，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朝鲜
半岛核问题。“萨德”问题关系地区战略平
衡，中俄双方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
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

中俄元首举行会见会谈

习近平：两国合作没有止境

本报柏林7月 4日电 （记者杜尚泽、
邢雪）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
柏林，开始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德国领空时，
2架德国空军战机升空护航。当地时间晚上
6时30分许，专机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现场鸣21响
礼炮，战机在空中飞越致意。德国政府高级
官员在舷梯旁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向德国人民致以
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德
建交45年来，两国秉承平等互尊、合作共

赢精神，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德
关系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德各领域合作呈
现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中德合作给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并在促进中
欧、亚欧合作中发挥了积极引领和示范作
用。中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不仅拥有
广泛共同利益，也有责任为促进世界稳定
和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德关系正面临新的发
展契机。我期待同德国领导人一道，为中
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明确新目标、
规划新方向，推动中德关系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努力，推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在去年杭州峰会基
础上取得积极进展，共同释放开放、合
作、共赢的积极信号，为促进世界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力。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也到机场迎
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俄罗斯国事访问后
抵达德国的。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政府
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欢送仪式。在德国期
间，习近平还将赴汉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习近平抵柏林开始访德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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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