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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欢迎大家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

会。今天，我们在各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特殊背景下举行峰会，表明了各国通力合作、共

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决心。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经走过9年历程。

9年前，本着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的初心，怀着共

同开创美好未来的决心，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和发

展大势，联合倡议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开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新阶段。

9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经历了时间

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考验，形成了符合自身特

点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合作原则。

一是有事大家商量着办。我们坚持相互尊

重，合作不附带政治条件，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共商共建共享。我们本着“17+1大于18”的

信念，建立起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涵盖20

多个领域的立体合作架构，让每个国家参与其

中。我们照顾彼此关切，从各国实际出发制定规

划、确定项目，鼓励各国结合自身禀赋在合作中

找到定位、发挥优势。

二是让合作方都有收获。我们聚焦务实合

作，实现了助力各自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目

标。我们推动合作均衡发展，坚持经济和人文结

合、贸易和投资并重，让成果惠及不同国家、不同

人群。同9年前相比，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贸易额

增长近85%，其中中方进口增幅高出出口增幅22

个百分点，双向旅游交流人数增长近4倍。中欧

班列已经覆盖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累计开行3万

多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

钢厂、克罗地亚佩列沙茨跨海大桥等一大批合作

项目成果喜人。

三是在开放包容中共同发展。中国和中东

欧国家都坚信开放创造机遇、包容成就多元，这

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保持旺盛生命力的

根本所在。我们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坚持以协

商合作弥合差异、解决分歧。我们遵循普遍接受

的国际规则，符合市场原则，尊重欧盟标准，欢迎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实现共赢、多赢。

四是通过创新不断成长。我们开拓思路、先

试先行，率先探索跨区域合作同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率先实现“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地区

全覆盖。我们着眼中东欧国家需求和区位优势，

推动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成果。

各位同事！

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世纪疫情

和百年变局交织，带来深远影响。前所未有的挑

战，需要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协作共同应对。

去年，中欧关系在疫情中逆势前行，双方如

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打造中欧绿色合作、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坚定

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

关系积极发展也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

了新机遇。

各位同事！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跨区域合作平台。新形势下，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如何发展？我愿提出4点建议。

第一，直面疫情挑战，坚定共克时艰的合作

信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最紧迫的任

务。中国愿同中东欧国家团结协作、合力应

对。双方可以加强联防联控和疫情防治经验交

流，探讨开展传统医药合作，提升卫生医疗合作

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愿

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疫苗，

为推动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全

球公平分配和使用作出贡献。中国愿同中东欧

国家开展疫苗合作。目前，塞尔维亚已从中国

企业获取 100万剂疫苗，匈牙利正同中国疫苗

企业合作。如果中东欧其他国家有疫苗合作需

求，中方愿积极考虑。

我们要坚持开放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

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现阶段，我们要统筹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妥有序恢复人员往

来、推动复工复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共

同抗疫和恢复经济提供保障。

第二，聚焦互联互通，畅通联动发展的合作

动脉。我们要不断完善融通格局，为未来更高水

平的联动发展打好基础。要携手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加快推进匈塞铁路等大项目建设，继续

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充分挖掘合作潜力。

我们要深化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

作。中方将推动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信

息中心、中欧陆海快线沿线国家通关协调咨询

点，愿探索同中东欧国家海关开展“智慧海关、智

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试点。

第三，坚持务实导向，扩大互惠互利的合作

成果。我们愿同中东欧国家一道，推动中欧务实

合作成果在中东欧尽早落地，就促进贸易和投资

互利合作作出更多努力，推动贸易平衡、可持续

发展。中方计划今后5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

价值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愿积极利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平台

扩大自中东欧国家进口商品，通过建立中国－中

东欧国家卫生和植物卫生工作组机制、检验检疫

联络咨询点，合并相近产品风险等级评估等措

施，优化中东欧国家农食产品输华准入评估程

序、加快准入进程。我们要加强地方经贸合作，

继续推进宁波、沧州等地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

合作示范区、产业园建设。

我们要深化农业合作，争取实现未来5年中

国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翻番，双方农业

贸易额增长50%。我们倡议在中东欧国家合作建

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实施青年农业人才交流计划。

我们要加强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媒体、出

版、智库、青年、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同中东欧国

家深化体育合作。我们将在年内举行新一届教

育政策对话和高校联合会会议，支持复旦大学在

匈牙利开设校区。我们要加强特色旅游产品联

合开发和旅游人才联合培养。我们要落实好第

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共识，推

动地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第四，着眼绿色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合作

动能。我们要坚持“绿色共识”，坚定不移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共同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为今年联合国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

缔约方大会和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成功举办作出贡献。我们要推动“绿色发

展”，以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

和环境保护年”为契机，深化绿色经济、清洁能源

等领域交流合作。

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中方倡议成立中

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举办中国－

中东欧国家青年科技人才论坛，将出版发布

《2020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记分卡》。我

们要抓住新业态，拓展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健

康产业等领域合作。中方将推动建立中国－中

东欧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和中国－中东

欧国家公众健康产业联盟。

各位同事！

今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国14亿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

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将充分释放，

为世界创造更多需求、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将继

续扩大开放，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

合作，同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国持

续发展和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强

大动能，也将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开辟更广

阔空间。

各位同事！

中东欧国家谚语说，“好的建议比黄金更有

价值”。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会议集思广益、建

言献策，为新形势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凝聚

新共识、绘制新蓝图，共同推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走得更稳、更实、更远。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凝心聚力，继往开来 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1年 2月 9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视频方式主持召开中国－中东欧国家
（下称“与会各方”）领导人峰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主席团轮值主席米洛拉德·多迪
克，捷克共和国总统米洛什·泽曼，黑山
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波兰共和国总统
安杰伊·杜达，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
克桑达尔·武契奇，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
理埃迪·拉马，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博伊
科·鲍里索夫代表、副总理玛利亚娜·尼
科洛娃，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安德烈·普
连科维奇，希腊共和国总理基里亚科斯·
米佐塔基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
多，北马其顿共和国总理佐兰·扎埃夫，
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和
技术部长兹德拉夫科·波契瓦尔舍克，爱
沙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伊娃－玛利亚·
利梅茨，拉脱维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埃德
加斯·林克维奇斯，立陶宛共和国交通与
通讯部长马留斯·斯库奥迪斯和罗马尼
亚经济、创业和旅游部长克劳迪乌·讷苏
伊出席峰会。奥地利共和国、白俄罗斯
共和国、欧洲联盟、瑞士联邦、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作为观察员派代表与会。

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可持
续、稳步发展，与会各方共同制定《2021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
划》。

一、规划与协调

（一）与会各方在 2021 年将继续举
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家协调员会
议。
（二）与会各方支持中方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与中东欧国家驻华使
馆继续举行工作会议。
（三）与会各方国家协调员愿就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扩员程序及其他相
关事宜进行磋商。

二、贸易与投资

（一）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举办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检
验检疫合作对话会。
（二）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宁波举办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促进部长级会议。
（三）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宁波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
览会，欢迎 2021年举办第四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四）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举行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第六
次会议。
（五）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举行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
中小企业合作论坛。

（六）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罗马尼亚
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纺织品博览会。

三、抗疫和卫生合作

（一）与会各方将视疫情发展形势，
继续以灵活方式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
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卫生专家会议等活
动。
（二）与会各方支持在匈牙利布达佩

斯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药品和
医疗器械峰会。

四、互联互通、创新

科技和能源

（一）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举办第四
次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高层合作论
坛。
（二）与会各方支持在波兰共和国举

办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交通部长会
议。
（三）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或中东欧一国举行第三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物流合作秘书处联络员会议。
（四）与会各方支持于 2021 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第五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创新合作大会。
（五）感兴趣的与会方将探讨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
科技人才论坛的可能性。
（六）感兴趣的与会方注意到塞尔维

亚共和国和黑山有意愿建立中国－中东
欧国家智慧城市中心。
（七）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举办第二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企业能源合作论
坛。

五、环境保护、农业、

食品产业与林业

（一）与会各方确定 2021 年为“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发展和环境保
护年”，并将积极开展相关交流与合作。
（二）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
作部长级会议。
（三）与会各方支持组织以环境保护

为主题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线上儿童绘
画展。
（四）与会各方支持举办第五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长会议、第十五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论坛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联合
会（APACCCEEC）咨询委员会第十次、
第十一次会议。
（五）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举办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林业合
作高级别会议。

六、人文交流

（一）与会各方支持在希腊共和国举
办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
（二）与会各方将探讨在黑山建立中

国－中东欧国家创意中心的可能性。
（三）与会各方支持在塞尔维亚共和

国举行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
作论坛。
（四）与会各方支持在希腊共和国举

办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高
级别会议。
（五）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在北马其

顿共和国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图书馆联盟馆长论坛。
（六）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举办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出版联盟论坛。
（七）与会各方支持在北马其顿共和

国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电影研讨会，
关注电影发行和经验交流。
（八）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在中东欧

国家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
对话会。
（九）感兴趣的与会方欢迎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中东欧国家间记者交流互访。
中方将继续邀请中东欧国家记者来华访
问。
（十）与会各方支持在保加利亚共和

国举办第八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高级别
智库研讨会。

七、教育、体育、青年

与地方合作

（一）与会各方支持举办第八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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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
（二）与会各方支持克罗地亚共和国

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共同设立中国－中
东欧国家体育协调机制。克罗地亚共和
国负责夏季运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负
责冬季运动。
（三）感兴趣的与会方支持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举办“未来之桥”中国－中东欧
国家青年研修交流营活动。
（四）与会各方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首都萨拉热窝举行第五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
（五）与会各方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宁波举办 2021 中国－中东欧国家市
长论坛。

2021 年，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的各国将基于自愿原则，积极通
过实体或线上形式准备并参与上述活
动，并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做出灵
活调整。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2021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北京活动计划
政府间合作文件

（共35项）

一、《中国－匈牙利共建“一带一路”
优先合作项目清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阿尔
巴尼亚共和国财政经济部关于建立投资
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捷克
共和国工业和贸易部关于建立贸易促进
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匈牙
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关于推动双边投资
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谅解备忘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塞尔
维亚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建立投资合作工
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
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总署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塞尔维亚共和
国财政部海关署“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
互认的协定》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保加
利亚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 2020-2023年
教育合作协议》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克罗
地亚共和国科学与教育部关于相互承认
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谅解备忘录》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匈牙
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关于匈牙利政府奖
学金项目 2020-2022年教育合作谅解备
忘录》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罗马
尼亚教育和研究部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
育学历学位的协议》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斯洛
伐克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
学历学位的协议》

十二、《中国武术协会与拉脱维亚运
动武术联合会、立陶宛武术联合会、爱沙
尼亚武术功夫联合会合作开展武术推广
普及工作的谅解备忘录》

十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与罗马
尼亚奥林匹克与体育委员会合作谅解备
忘录》

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
局与塞尔维亚共和国青年和体育部体育
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与北马其顿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关于联
合资助研发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民政
部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关于
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关
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输华乳品检验检疫
要求议定书》

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
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业部关
于保加利亚输华蜂蜜的检验检疫和卫生
要求议定书》

二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
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业部关
于保加利亚玉米酒糟粕输华卫生与植物

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保加利亚共和国农业、食品和林业部
关于保加利亚烟叶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
求议定书》

二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捷克共和国农业部关于捷克输华配合
饲料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立陶宛共和国农业部及国家食品兽医
管理局关于立陶宛输华野生海捕水产品
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罗马尼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关于植物
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利部
关于塞尔维亚甜菜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
生要求议定书》

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
塞尔维亚共和国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关于

塞尔维亚玉米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
二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兽医食品总局关于中
国从斯洛伐克输入羊肉的检验检疫和兽
医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与保加利亚共和国文化部 2021-
2024年文化合作计划》

二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和匈牙利人力资源部 2020-2024年
文化合作计划》

三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
部与拉脱维亚共和国文化部 2021-2025
年文化合作计划》

三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罗
马尼亚政府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
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协定》

三十二、《中国－罗马尼亚“一带一
路”新闻交流合作协议》

三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保加利亚共和国专利局合作谅
解备忘录》

三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匈牙利知识产权局谅解备忘录》

三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农学
院、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与保加利亚共
和国普罗夫迪夫农业大学共建保加利亚
鲁班工坊合作协议》

商业合作文件

（共53项）

一、《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政
部关于匈塞铁路匈牙利肖罗克莎尔－克
莱比奥段项目贷款协议》

二、《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
政部关于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诺维萨德－苏
博蒂察边境（凯莱比亚）段项目贷款协议》

三、《中车集团、中国铁路国际与塞
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及塞尔
维亚铁路公司关于轨道交通装备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四、《葛洲坝集团与爱尔兰沙拉能源
公司及阿尔巴尼亚 3Power 沙拉公司关
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沙拉河流域水电站
框架合同》

五、《葛洲坝集团与波黑达巴尔水电
公司关于达巴尔水电站项目EPC合同》

六、《中国电建集团与波黑全球绿色
能源公司关于波黑德荣拉 168.2MW 风
电项目EPC合同协议书》

七、《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与
波黑政府关于波黑伊沃维克 84MW 风
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八、《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保加利亚
Navigation Maritime Bulgare JSC 航运
公司购买 6艘散货船项目贷款协议》

九、《中国银行塞尔维亚有限公司与
萨格勒布证券交易所合作备忘录》

十、《中国工商银行与捷克国家银行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代理债券交易与结算
协议》

十一、《华为公司与希腊国家银行关
于希腊国家银行园区智慧网络项目协议》

十二、《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希腊
Star Bulk、Angelicoussis下属单船公司购
买共计4艘散货船贷款协议》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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