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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港 珠 澳 大 桥 珠
海 出 入 口 收 费
处 的 钢 结 构 工
程 已 经 全 部 完
成 ， 其 他 收 尾
工 作 仍 然 继 续
进 行 。 曾 被 英
国 《卫 报》 称
为 “ 现 代 世 界
七 大 奇 迹 ” 之
一 的 港 珠 澳 大
桥 是 连 接 香
港 、 珠 海 、 澳
门 的 超 大 型 跨
海通道。

中新社记者
邓媛雯摄

港珠澳大桥珠海出入口工程完成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
2017年11月27日，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
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部长会议主席戴尼斯·兹维兹迪奇、保加利亚共
和国总理博伊科·博里索夫、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安德
烈·普连科维奇、捷克共和国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理于里·拉塔斯、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理
马里斯·库钦斯基斯、立陶宛共和国总理萨乌柳斯·斯克韦
尔内利斯、马其顿共和国总理佐兰·扎埃夫、黑山总理杜
什科·马尔科维奇、波兰共和国总理贝阿塔·谢德沃、塞
尔维亚共和国总理阿娜·布尔纳比奇、斯洛伐克共和国总
理罗贝尔特·菲佐、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米罗·采拉
尔、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总理塞尼达·梅西、罗马尼亚副
总理保尔·斯特内斯库出席会议。与会领导人对匈牙利作
为主办国为会晤成功举办所作努力表示赞赏和感谢。奥
地利、白俄罗斯、希腊、瑞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
盟等应邀派代表作为观察员与会。

鉴于今年适逢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立五周年，
与会各方共同回顾了合作 5 年来走过的历程 （从 2012 年
华沙会晤、2013年布加勒斯特会晤、2014年贝尔格莱德
会晤、2015年苏州会晤、2016年里加会晤到2017年布达
佩斯会晤） 及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 落实
情况，一致认为“16+1 合作”在政治、经贸、交通物
流、基础设施和人文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和丰硕成果。

与会各方指出，世界仍面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
此背景下，各方应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方重申应在公
平、遵守市场规则和普遍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
推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愿为此
做出积极努力。

与会各方认识到，“16+1合作”是中欧整体合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方重申高度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支持欧盟国家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路，乐见欧洲团
结、稳定、繁荣，致力于推动中欧和平、改革、增长、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发展。16国中的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
承诺继续支持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包括积极推动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和欧
洲投资计划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并支持中国同欧盟缔结
高水平、全面的投资协定。

与会各方认识到亚欧互联互通的巨大潜力及“一带
一路”倡议为此带来的重要机遇，积极评价“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的成果。各方强调，愿以

“16+1 合作”为依托，继续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
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等重大倡议
和各国国家发展规划相对接。

与会各方认识到合作范围越来越广，成就与日俱
增，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密切统筹协调，
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继续构建持久务实高效
的“16+1合作”，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提升
到新的水平。为此，各方围绕“深化经贸金融合作，促
进互利共赢发展”主题，共同制定和发表 《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为下一阶段“16+1合作”指
明方向。

各方重申将根据各自法规、欧盟成员国根据欧盟相
关法规及作为成员国应遵守的政策，本着自愿、公平、
透明、包容、互惠、共赢原则，在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基
础上，根据各自国情开展各领域合作。

一、与会各方支持保加利亚承办第七
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二、合作规划与协调

（一） 各方积极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
划》对“16+1合作”的重要作用，愿继续根据各国优势和需
求持续加以落实，适时启动2021—2025年合作规划研究。

（二） 欢迎更多国家结合本国国情、通过各种方式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三） 2018年上半年，中方将邀请中东欧16国国家协
调员访华并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家协调员会
议。下半年，在保加利亚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
家协调员会议。

（四） 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与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有关部门更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
合作体系和架构。秘书处将继续与中东欧国家驻华使馆
举行信息通报会议。

（五） 肯定各国牵头在“16+1合作”框架下建立中国
—中东欧国家各领域合作联合会的努力。欢迎更多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有关机构、企业本着自愿原则参与各领域
联合会。

三、贸易和投资

（一） 各方重申将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各方同意推动2017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维
护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各方重申支持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支持出口信贷国际工
作组的工作。中方和中东欧国家将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
的基础上，致力于继续扩大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间的贸
易，推动双方贸易更加均衡、互利发展。各方认识到市
场作用、企业主体地位以及政府采购程序开放、透明、
非歧视的重要作用。

（二） 各方相信外国投资是国内外经济增长和创造就
业的重要推动力，同意致力于进一步为利益攸关方推动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欧投资协定若能达成，将有助于
提升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水平，为各方企业和投
资者创造稳定、透明、可预见的营商环境。

（三） 各方支持中国于2018年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

（四） 2018年在中国宁波举办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2018年6月在中国宁波举办中国
—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各方支持在宁波等中国
城市设立16+1经贸合作示范区，愿探讨建立经贸官员研
讨交流机制的可能性。

（五） 2018年在中东欧国家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投
资促进机构联系机制第四次会议。

（六） 2018年将在捷克举办中国投资论坛。
（七） 各方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在促进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作用。2018 年举办中国
—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第四次会议。各方支持中国贸促
会与中东欧国家对口机构在联合商会框架下探讨成立商
事法律合作委员会，加强商事法律服务合作。

（八） 各方愿探讨在服务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外包
和数字经济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创新、创业管
理和商业模式，并共同探讨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电子
商务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开展电子商务联
合研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合作，促进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四、互联互通

（一） 各方重申支持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愿寻求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各方愿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同泛欧
交通网络、西巴尔干交通网络和相关周边合作倡议相对
接。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欧互联互通平台、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等在内的合作倡议之间在经济合作、
互联互通方面沟通协调，将为有关国家深化合作提供机
遇。各方将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以
实现早期收获。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在匈塞铁
路项目上取得重要进展，2018 年三国将继续在中匈塞交
通基础设施合作联合工作组框架下协调配合。

各方注意到有关国家提出的三海倡议。各方对克罗
地亚、斯洛文尼亚通过地中海铁路走廊将里耶卡港、科
佩尔港与中东欧国家相连表示欢迎，同意在开展可行性
研究基础上探讨将匈塞铁路延长至黑山和阿尔巴尼亚有
关港口的可能性。

（二） 各方希望在考虑到各国实际情况、地理平衡、
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目标的基础上，基于经济、社会、财
政、环境可持续原则发展亚欧大陆交通网络。

（三） 各方愿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框架下，发展中欧
班列和多式联运合作，提升跨境管理运营效率，促进铁
路互联互通，寻求换轨技术解决方案。各方愿共同研究
更好利用中东欧国家现有物流中心及建立新物流中心的
选项。

（四） 各方共同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落实中欧陆海
快线等基础设施、交通、物流等方面的合作倡议，促进

“16+1合作”框架内的经济合作。
（五） 2018 年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第三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交通部长会议。
（六） 各方继续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的民航合

作，欢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增加直航航线、签署双边
民航合作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各方支持正在谈判的中
欧双边航空安全协议尽早完成。支持 2018年在捷克举办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航空论坛。

（七） 各方赞赏设立在拉脱维亚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物流合作秘书处为推动16+1双多边合作发挥的作用。

（八） 各方欢迎在波兰华沙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海
事和内河航运秘书处。各方支持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依托
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开展海事领域技术
交流、人才培训等合作。

（九） 为发展运输通道，各方同意在遵守相关规定基
础上加强海关合作。支持在中东欧国家举办中国—中东
欧国家海关合作论坛。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马其
顿将于 2018年举行中欧陆海快线海关通关便利化合作第
四次工作组会议及专家研讨会。中国与 16国中的欧盟成
员国将在中欧海关事务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和中欧海关
合作战略框架内开展海关合作。鼓励符合条件的中东欧
国家参与中欧安智贸航线试点计划，支持中国同中东欧
国家加快推进中欧陆海快线通关便利化合作。

五、产能、科技合作

（一） 为加强各国供应链发展，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愿
基于各自比较优势探索在重要领域挖掘合作潜力，确定
投资方向，共享有益做法，研究技术转移倡议，支持G20
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

（二） 各方欢迎罗马尼亚牵头成立16+1能源对话与合
作中心，支持举办16+1能源合作论坛和博览会，为推动
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三） 各方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开展
能源合作联合研究，为企业开展务实合作提供参考，共
享研究成果。

（四） 各方赞赏创业创新对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的积极作用。2018 年在波黑萨拉热窝举行第三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

（五） 支持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建立联合实验室，加强
科研领域合作。支持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建立科技园，开
展联合研究。

（六） 各方愿探讨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建设智慧
城市的可能性。

（七） 各方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加强交流
合作。中国愿探讨与中东欧国家共同主办中国国际中小
企业博览会的可行性，欢迎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参加
2018 年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各方支持克罗地亚牵
头组建16+1中小企业联合会。

（八） 各方决定探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科研和创新
领域签署双边协议的可能性，将着手规划建立联合实验室。

（九） 各方继续支持斯洛伐克在创新、研发、技术转
移领域合作中发挥协调作用，支持设在斯洛伐克布拉迪
斯拉发的16+1虚拟技术转移中心不断发展，促进技术转
移合作便利化。

六、金融合作

（一） 各方赞赏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基金 （二
期） 正式成立，欢迎中东欧国家积极参与中国—中东欧
国家金融控股公司，共同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筹集
资金。

（二） 各方欢迎中国设立丝路基金并支持丝路基金投
资中东欧地区。各方欢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
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
金推动设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各方欢迎将相关资金用
于中国—中东欧国家有关项目。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
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出新的投融资工具，探讨通过
人民币投融资为务实合作项目提供支持。

（三） 各方欢迎设立《里加纲要》提出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银行联合体，欢迎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本着自愿
原则参与。各方支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设立银联体秘书
处，支持匈牙利开发银行设立银联体协调中心。

（四） 各方鼓励各自银行在平等市场准入和互惠基础
上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展业务，并在自愿和遵守各自
法律和监管标准基础上加强交流，扩大互惠合作。欢迎
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签署双边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
录，支持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合作。

（五） 各方欢迎2018年在布达佩斯举办中国—中东欧
国家央行行长会议。

（六） 各方继续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赞赏中国银行布
达佩斯分行行使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作用。

（七） 各方愿探询16+1投融资工具与西巴尔干投资框
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七、农林环保合作

（一） 为对接各自食品安全和食品供应战略，考虑到
中东欧国家的互补优势，各方鼓励通过互访、国际农业
展会和其他农产品贸易推介活动在各自国家推广对方农
产品和食品。中国欢迎中东欧国家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中东欧国家赞赏中方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为其农
产品提供免费展位。

（二） 2018年 5月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办第十三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
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十二届波罗的海
农业展。

（三） 支持波黑 2018 年在莫斯塔尔举办 16+1 农业投
资与装备合作博览会。

（四） 支持在保加利亚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建立16+1农
业合作示范区。2018年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举办16+1
国际农业示范园博览会。

（五） 探讨在波黑设立16+1兽医科学合作中心的可能
性。支持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信息与技术交流，及时通报
有关信息。

（六） 各方赞赏中国—中东欧国家质检合作对话会召
开，欢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主管部门签署相关合作协
议，欢迎在中国宁波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便利
化国检试验区”。各方同意在各自权限内并在遵守国际标
准 （包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的情况下加强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检验、检疫合作。各
方愿促进农产品和食品市场准入，包括采取符合各自法
律法规的便利措施，加快农产品和食品市场准入有关审
批程序。

（七） 各方鼓励开展水资源管理、节水、农田水利等
领域合作和加强环保合作，欢迎各方参与有关环保项
目，特别是废弃物管理、废水处理、污染治理和生态修
复项目。

（八） 欢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林业学科带头人积极参
与16+1林业合作。各方期待早日正式开通中国—中东欧
国家林业合作网站，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林业领域加
深了解、促进合作搭建平台。2018 年在塞尔维亚举行第
二次中国—中东欧国家林业合作高级别会议。

（九） 支持黑山牵头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
协会，通过举办高级别会议、展览等活动，深化 17国之
间的环保合作。

（十） 各方同意探询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建立16+1农
产品物流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和产品展示中心。

八、人文交流

（一） 各方高度评价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
年”各项活动，决定继续加强媒体交流与合作，鼓励双
方开展相互新闻报道、联合制作、节目交流和技术合
作，积极参加彼此国家举办的广播影视和国际图书展会。

（二） 2018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继续邀
请中东欧国家高级别官员代表团访华。

（三） 2018年在匈牙利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新闻发言人对话会。

（四） 2018 年举办第六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
策对话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各
方欢迎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高
校联合会第二届中东欧国家秘书处。各方欢迎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签署教育合作协议。

（五） 各方支持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杭
州宣言》。2018 年在华举行第二届 16+1 艺术合作论坛、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
坛、首届16+1图书馆联盟馆长论坛、第二届16+1舞蹈冬
令营、首届 16+1爵士乐夏令营；在中东欧国家举办第四
届16+1舞蹈夏令营。支持在马其顿共和国设立16+1文化
合作协调中心，支持16+1舞蹈文化艺术联盟、16+1音乐

院校联盟和16+1艺术创作与研究中心等平台开展深度交
流与务实合作。

（六） 各方愿本着自愿原则，探讨设立 16+1 出版联
盟。

（七） 各方高度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
论坛及相关活动，愿深化该领域合作，支持 2018年举办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八） 各方鼓励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复原、考古发掘和
研究、互设展览、专家培训及其他领域开展合作，2019
年在华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

（九） 机制化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政党对话会，并
在其项下继续共同办好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

（十） 2018年在马其顿举办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高级别智库研讨会。

（十一） 作为加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友好关系的基
石，各方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青年通过互访、短期学
习和奖学金计划等开展交流。支持继续举办“未来之
桥”中国—中东欧青年研修交流营活动，探讨在中东欧
国家建立中国—中东欧青年发展中心的可能性。鼓励在

“16+1合作”框架下加强妇女儿童教育、保护、女性创业
等领域合作。

（十二） 各方认识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间旅游领域的
巨大潜力，支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合作，包括定期交
流、分享经验、联合开展旅游调研、相互组织营销活
动、加强旅游企业交流联系、打造区域旅游产品等。各
方致力于继续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

2018 年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举办第四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高级别会议。各方鼓励中东欧国家
与中国旅游机构进一步密切合作。各方赞赏中国—中东
欧国家旅游协调中心在中国推广中东欧国家旅游品牌，
鼓励中东欧旅游主管部门进一步支持做强中东欧旅游品
牌。各方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协调中心于 2018年
在布达佩斯举办第三届中国旅游信息日活动。

（十三） 各方支持加强体育领域合作，鼓励各级体育
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开展交流，探讨举办研讨会和联合
训练营、开展长短期教练交流、分享管理经验、合作建
设体育设施的可能性。各方同意以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为
契机加强冬季项目交流，欢迎在中东欧国家开展武术活
动，探讨设立16+1体育合作机制的可行性。

九、卫生合作

（一） 各方欢迎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人才合作
网络、卫生政策合作网络、公共卫生合作网络，欢迎中
国—中东欧国家医院联盟网站启用。支持 2019年举办第
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

（二） 考虑到各国卫生体系和机制的差异，各方继续
支持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促进联合会积极开展活
动，促进医疗机构和卫生产业主体间的直接合作。支持
在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开展中医药研究与合作，包括中西
医比较研究并挖掘中医药在预防领域的潜力。各方支持
捷克、马其顿、黑山等国既有的中医中心发展，支持设
立更多新的中医药机构，包括在匈牙利设立中东欧中医
医疗、教育与研究中心。

（三） 中方重申愿协助中东欧国家探索将中医药服务
和产品列入中东欧国家卫生战略、医药教育和医保体
系。欢迎中东欧国家出台有关法律法规，为深化中医药
服务贸易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四） 鼓励扩大中药材种植及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包
括在中东欧国家建立中草药种植基地。

（五） 欢迎中东欧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康复助医”、“幸福家园”等项目合作。

（六） 2018年在捷克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药品监管
合作论坛。

十、地方合作

（一） 各方确定 2018年为“地方合作年”。各方继续
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首都和各省、区、市间建立友城
关系，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团组互访，促进地方
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

（二） 各方赞赏捷克和河北省为16+1地方省州长联合
会所做工作。2018 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第四次中国—中东
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18 年举行第四届地方省州长
联合会工作组会议。

（三） 2018年在塞尔维亚举行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首都市长论坛。

（四） 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继
续开展直接合作，积极出席对方举办的国际会议和博览
会等活动。

（本报布达佩斯11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