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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紧密邻邦和战略伙伴。作
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
民福祉，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至关重要。自 2000 年中俄教文卫
体合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中俄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卓有成效，在
经贸、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电影、档案和青年等
多领域结出硕果。近年来，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中俄人民交流带来直接
影响，但两国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人文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中俄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人文交流在增进中俄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夯
实中俄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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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人文交流机制的
历史沿革01

作为成立最早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在两国元首共同
关心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中俄政府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合作的最高级别对话机制。从
建立至今经历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2000—2006）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2007—）两个阶段。

2000 年 11 月，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
面发展，统筹规划有关领域的合作并使其机制化，经中央批准，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
制框架内成立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下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四个合作分委
会，并商定每年举行会晤。同年 12 月 7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01 年 8 月 24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
中俄旅游合作工作小组，合作领域增加旅游领域。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2 年 7 月 18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会
议将中俄旅游合作工作组提升为中俄旅游合作分委会。同时，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合作
领域，并完成机构设置工作。

2003 年 9 月 16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时任
国务委员、委员会中方主席陈至立和俄罗斯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卡列洛娃共同主持。

2004 年 9 月 14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会
议制定了 2008 年前的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执行计划，并实施“执行计划”下的五个具体
项目：相互增派留学生项目，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项目，语言推广项目，艺术类
留学人员培养项目，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

2005 年 10 月 31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
提出加强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协调，共同推动和发展该组织内多边人文领域的互利
合作。会议期间，两国首创性地提出互办“国家年”的倡议。

2006 年 11 月 6 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一致
表示，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共同努力办好 2006 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
年”和 2007 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使其成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深化两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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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2007 年 9 月 3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会上，

中俄双方签署政府间议定书，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26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经国

务院批准，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担任委员会中方主席，时任教育部长周济担任委员会中
方秘书长。

2009 年 10 月 10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大连举行。经国务院批准，
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担任委员会新一任中方秘书长。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双方决定成立青年合作分委会，中俄人文合作的火炬开始向两国青年一代传递。2009—
2010 年，中俄两国互办“语言年”，掀起两国人民对对方语言的学习热情，进一步促
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增加青
年合作领域，研究将档案合作工作组升格为档案合作分委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
2012—2013 年，中俄互办“旅游年”。两年内，中俄游客互访达到 330 万人次，秀美
山川和人文内涵使两国人民的亲近感进一步加深。

2013 年 9 月 24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桂林举行。经国务院批准，
时任副总理刘延东继续担任委员会中方主席。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继续担任委员会中方
秘书长。

2014 年 9 月 14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举
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罗杰茨共同主持会议。

2015 年 10 月 9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罗杰茨共同主持会议。2014—2015 年，中俄互办“青年
友好交流年”，两国共计开展 600 余项活动，为两国青年搭建了互动互信、互学互鉴平
台，增进了两国青年友谊，使中俄世代友好理念薪火相传。

2016 年 7 月 4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罗杰茨共同主持会议。

2017 年 9 月 12—13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深圳举行。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罗杰茨共同主持会议。2016—2017 年，中俄
互办“媒体交流年”。两国媒体积极合作，项目清单中的 227 项重点活动成功举办，为
推进中俄各领域互利合作营造了更加有利的舆论环境。

2018 年 10 月 30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京举办。孙春兰副总理
和戈利科娃副总理共同主持召开此次会议。自 2018 年，孙春兰副总理担任中俄人文合
作委员会新一届中方主席，戈利科娃副总理担任委员会新一届俄方主席。双方全面总结
了中俄人文领域 19 年来的成功合作经验，共同谋划部署未来合作重点。2018—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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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互办“地方合作交流年”，目前各分委会有 60 项重点项目纳入清单，各地方各级
各类合作项目达数万项。

2019 年 9 月 16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圣彼得堡举办。孙春兰副
总理和戈利科娃副总理共同主持召开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两国副总理共同出席“俄罗
斯－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历史档案文献展”、中俄综合性大学校长圆
桌论坛等配套活动，并见证了 7 个合作协议的签署。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与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共同出席。20 年来，中俄人文交流机制
正迈入更加成熟稳固也更有活力的重要阶段，年度双向留学交流人员超过 10.4 万，成
立了 12 个同类大学联盟、覆盖 636 所学校，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北
京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牵头成立“中俄数学中心”，成功互办文化节、电影节、旅游合作、
青少年运动会、历史档案文献展等项目。会议期间，两国副总理共同签署会议纪要并见
证了有关领域 5 个合作协议的签署。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与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共同出席。2021 年 6 月 28 日，中俄双方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双方要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共同
办好 2022—2023 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共襄北京冬奥盛会，深化人文合作，为发展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中俄人文交流
相关机构02

在人文交流领域，中国相关机构主要包括科学技术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国家档案局和共
青团中央等；俄罗斯相关机构主要包括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教部、教育部、文化部、旅
游局、卫生部、体育部、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档案局与青年事务委员会等，
共同促进中俄人文交流在各领域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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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俄人文交流相关机构

中俄人文交流的
顶层设计03

2001 年 7 月 1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
签订。条约将“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写入正文，首次提出发展文化、教
育、卫生、信息、旅游、体育及法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 

2002 年 12 月 2 日，中俄共同发表联合声明（2002），强调了完善中俄友好、和
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形式与工作方法，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 5 个领域列
为加强两国互信的社会基础的主要领域。

2003 年 5 月 27 日，中俄共同发表联合声明（2003），将中俄人文交流现状定义
为“中俄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不断加强”，首次对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工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 年 7 月
16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63.htm，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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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肯定，并决定继续发挥该机制潜力。
2004 年 10 月，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发表联合声明（2004），针对中俄

“国家年”达成共识，首次明确出现“人文交流”这一词汇。
2005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中俄两国签署《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和《中俄联合公报》。首次将“国家年”这一人文交流项目表达为“中俄双边关系中的
大 on 事”，将中俄民间友谊表达为“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2006 年 3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发表联合声明
（2006），首次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视为推动中俄人文合作政策的主渠道，首次将
中俄“国家年”人文项目提升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新闻社对中
国网民及其他华语读者开通了第一家俄罗斯中文网站——俄新网。

2007 年 3 月 26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发表中俄
联合声明（2007），首次提出人文交流合作对深化政治互信、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2008 年 5 月 23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北京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和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 

2009 年 6 月 16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
《中俄元首莫斯科会晤联合声明》。

2010 年 9 月 26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发表
《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确定为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将中俄人文交流现状定义为“中俄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巩固”，在 2007
年的 6 个领域基础上增加体育和电影领域合作。

2011 年 6 月 16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出席《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十周年庆祝音乐会。两国发表《关于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 签署十周年的联
合声明》，将中俄人文交流现状定义为“中俄关系的社会基础显著巩固”，强调“国家
年”和“语言年”发挥的巨大作用，在 2010 年 8 个领域基础上增加青年领域。

2012 年 6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中俄
关系确定为平等信任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次提出制定“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

2013 年 3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联邦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签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首次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机制与元首、总理、议长互访、战略安全磋商等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抵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08 年 5 月
23 日，http://www.gov.cn/jrzg/2008-05/23/content_990205.htm，202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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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列为同一等级，首次将达成人文领域成果视为中俄面临的战略任务之一，首次提出中
俄青年交流的基础是“机制化”和“长期化”。

2014 年 5 月 20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签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确定为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将《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列为推动中俄人文交流的
重点方法，首次将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定为“计划性”和“定期化”。

2015 年 5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并访俄，两国
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并着手筹办“中俄媒体交流年”。

2016 年 6 月 2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俄共同发表联合声
明（2016），将中俄人文交流现状定义为“中俄关系的社会和人文基础得到实质性巩
固”，强调“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和“青年友好交流年”发挥显著作用。

2017 年 7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中俄关于
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的根基表述为
“民意相通和文化相融”，首次将“人文交流”列为与“政治互信”“务实合作”“安
全合作”“国际协作”并列的推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五个领域之一。

2018 年 6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2018），首次提出“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间加强互利交
往”，首次提出“提高地方合作在两国经贸、科技、人文和其他各领域总体合作中的分
量”；2018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这是新时代中俄
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2019 年 6 月 5—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 23 届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2 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确定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次
将“坚实的世代友好民意基础”列为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首次将“人文交流”列为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重点领域，首次提出中俄人文交流的目标是“传承世代友好，巩
固民间友好往来，促进文明互学互鉴”。 3

2020 年 9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1　中国新闻网：《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2017 年 7 月
5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7/07-05/8269111.shtml，2022-06-2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习近平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2019
年 6 月 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8/content_5680079.htm#1，2022-06-24。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全文）》，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6/content_5397865.
htm，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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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互致贺电。
2021 年 6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发

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五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1 
2022 年 2 月 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 24 届冬季奥运

会开幕式。中俄共同发表联合声明（2022），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总局与
俄罗斯联邦体育部关于举办 2022 － 2023 年中俄体育交流年联合声明》。

中俄经贸人文交流
及八个国家级主题年04

自 21 世纪以来，中俄双边经贸人文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2001 年，中俄双边贸易
额第一次突破 100 亿美元，达到 106.7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33%；2 2008 年，中俄双
边贸易额为 550.5 亿美元，增长 40.0%；3 自 2009 年，中国连续 12 年稳居俄罗斯第
一大贸易伙伴；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俄在以“新亚欧大陆桥”为
主线的务实合作不断升级：2015 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战略高度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规划，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框架下，两国经济潜力得到进一步挖
掘，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铺开。4 与此同时，中俄在金砖机制下携手共进，不断扩大合
作内涵，于 2015 年正式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5 2021 年，面对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和经济复苏乏力的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俄元首宣布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 延期》，2021 年 6 月 2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6/28/content_5621287.htm，2022-06-24。

2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第 82 页。
3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第 724 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专访：“一带一路”助推中俄关系深入发展——访中国驻

俄 罗 斯 大 使 李 辉》，2019 年 4 月 20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4/20/content_5384641.
htm，2022-06-25。

5　孙壮志：《多边框架内的中俄战略协作 : 问题与前景》，《东北亚论坛》2021 年第 3 期，第 33-
45+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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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验，中俄经贸合作逆势前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货物贸易额突破到 1468.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5.9%，再创历史新高。1 

图 2 中俄人文交流国家级主题年

自 2006 年以来，中俄共举办中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
流年”“中俄媒体交流年”“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中俄科技创新年”和“中俄体育
交流年”等八个国家级主题年活动，极大推动了中俄友好人文交流在各领域的深化。

中俄国家年

2005 年 7 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确定 2006 年和 2007 年中俄互办“国家年”活
动。2 在中俄互办“国家年”期间，双方共举办 500 多项文化交流活动，使两国民众
对中俄两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国家建设成就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在两国掀起
了“俄罗斯热”和“中国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政府前第一副
总理、俄罗斯联邦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指出，中俄“国家年”是“双边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的项目”，“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3

中俄语言年

2009 年是中俄建交 60 周年，2009 年 10 月，中俄领导人宣布 2009—2010 年中
俄互办“语言年”。2009 年，“俄语年”在中国开展，中俄双方在中国的 22 个省、自

1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网 站：《 中 俄 经 贸 合 作 成 果 丰 硕》，2022 年 2 月 9 日，http://www.crc.
mofcom.gov.cn/article/marketsearch/hezuo/202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35513/35521/
Document/1720030/1720030.htm202/424221.html，2022-06-25。

2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办就中俄“国家年”活动等情况举行发布会》，2006 年 03 月 16 日，
http://www.gov.cn/xwfb/2006-03/16/content_228784.htm，2022-06-25。

3　Риа Новости: Провед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одо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проект （俄新社：《史无前例的项目——庆祝中俄“国家年”》），2008 年 6 月 7 日 , https://ria.
ru/20060831/53345171.html，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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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和直辖市共计举办了 260 余场活动，内容涉及教育、文化、媒体、电影和新闻出版
等领域。中国开设俄语专业的 100 余所高校的数十万大学生直接参与了各项活动，社会
各界直接和间接参与的人数达上亿人次。1 2010 年俄罗斯“汉语年”内容涉及教育、文
化、媒体、电影和新闻出版等领域，活动形式包括学术研讨、语言和歌曲大赛、学生联
欢和通信、文艺演出、大型展览、主题周、音乐周、文化周、图书出版互译论坛、开设
相关电视、广播节目等十余类。中国一年内在俄罗斯境内新建了５所孔子学院、3 个孔
子课堂。国家汉办给俄罗斯提供了 500 个教师及学生的进修名额，并输出了包括《快乐
汉语》《汉语乐园》在内的译成俄文的 9 种新教材。2

中俄旅游年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中俄两国于 2010 年正式
决定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为中俄人文交流
的深化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012—2013 年，中俄互办“旅游年”重大主题
年活动。“旅游年”极大促进了两国旅游交流和合作，仅 2013 年 1—9 月，中俄旅游
互访总人数便达 237 万。同时，互办“旅游年”也推动中俄两国旅游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双方先后举行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旅游分委会会议、中俄旅游安全磋商、中俄旅游教育
论坛、第三届中俄地区旅游合作交流会议等活动，有力促进了两国旅游合作的深化和发展。3

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

为加深中俄两国青年间相互理解与友谊，中俄两国于 2014—2015 年举办“青年友
好交流年”大型主题年活动。2014 年 3 月 28 日，由中国教育部主办，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承办的“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官方网站正式上线，4《你好，中国》第三季 50 集
系列微电影等数项“青年年”开幕式亮点活动同日启动。2014 年 9 月 15 日，“中俄青
年学者论坛”在俄罗斯成功举办，同年 10 月 21 日，“中俄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举行，
中俄两国的众多优秀青年学者参加论坛，就中俄创新发展与合作、中俄科技合作前景等
问题进行了对话交流。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举办期间，青年互访、文化交流、会议论坛、

1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袁贵仁：中俄语言年是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创举》，2010 年 03 月 22 日，
http://www.gov.cn/jrzg/2010-03/22/content_1562221.htm，2022-06-25。

2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裴玉芳：从细节和数字感受俄罗斯“汉语年”魅力》， 2010 年 11 月 21 日，
http://www.gov.cn/jrzg/2010-11/21/content_1749877.htm，2022-06-25。

3　文记东：《21 世纪中俄人文交流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
第 140-144 页。

4　 人 民 网：《“ 中 俄 青 年 友 好 交 流 年” 官 网 正 式 上 线》，2014 年 03 月 29 日，http://world.
people.com.cn/n/2014/0329/c1002-24769040.html，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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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访学、体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中俄青年开展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青年
对对方国家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中俄媒体交流年

2015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俄出席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期间，中俄两
国元首共同宣布，于 2016—2017 年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2015 年 12 月和 2017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同俄罗斯联邦前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媒
体交流年”开闭幕式，规划和总结了两国媒体在全媒体时代进行全方位、立体式合作的
方向，进一步引领两国人文交流向纵深发展。梅德韦杰夫致辞道：“中俄媒体合作将
成为高质量公共产品的典范，增进两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真诚友谊。”1 在“中俄媒体交
流年”大背景下，两国媒体参与热情高涨，开展了中俄媒体政策交流、主题报道、影视
精品合拍与互播、翻译出版精品书刊、新兴媒体交流、媒体合作和教育培训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和巨大社会反响。普京总统出席人民日报社和
塔斯社共同主办的 2016 年中俄主流媒体大型联合采访活动启动仪式，接受新华社独家
专访。前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做客人民日报社并与中国网友亲切交流。中俄合拍的大型系
列纪录片《这里是中国》、《你好，中国》激发了俄民众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刮起一股
“中国风”。中俄联合制作的跨国连线节目《等着我》深深打动了两国观众的心。“中
俄头条”双语客户端在两国下载量突破 400 万，已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最有
效移动端新媒体平台。中俄媒体交流年进一步夯实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为中俄媒体互联
互通、互信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及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2

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

2018 年 2 月 7 日，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式致贺辞，共同决定于 2018-2019
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旨在激发两国地方合作的热情和潜力，带动更多地方、企

1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и Премье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КНР 
Ли Кэцян приняли участие в церемониях закрытия года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молодёжных обмено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и открытия года СМИ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俄罗斯联邦政府网：《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俄中青年友好交流年”闭幕式暨“俄中媒体年”开幕式》），2015 年 12
月 7 日，http://government.ru/news/21126/，2022-06-2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驻俄罗斯使馆举行庆祝“中俄媒体交流年”圆满闭幕暨迎新
春媒体联谊活动》， 2018 年 1 月 26 日，http://ru.china-embassy.gov.cn/chn/ztbd/zemtjln/201801/
t20180126_3105082.htm，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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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民众进行中务实合作。1“交流年”启动后，两国各地方热情高涨，各项活动如火如
荼。中俄双方在地方合作交流年框架内举办了数百项活动，包括投资推介会，贸易、工
业和农业展览会，研讨会，艺术节，团组互访等。2018 年 9 月 11—12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着重强调了中俄合作交流年对中俄地方
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8—2019 两年来，两国地
方代表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东方经济论坛、俄中博览会框架内积极交流接触，为
促进中俄地方务实合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俄科技创新年

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确定于 2020—2021 年举办中俄科技创
新年，这意味着科技创新正逐渐成为两国关系提质升级的新亮点，并将为深化中俄友谊
与合作发挥强劲的助推作用。一年多来，中俄两国共同携手，创造性举办“2021 中俄
高端催化国际研讨会”“中俄科技合作联盟第二次全体大会”“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
议”“中国科技创新及中俄科技合作成果展”等千余项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推
动两国在疫情防控、航空航天、核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一批丰硕合作成果，中俄联
合科技创新基金成功启动，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中俄体育交流年

2022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俄元首共同决定于
2022—2023 年举办中俄体育交流年。这是两国共同举办的第八个国家级主题年。在体
育交流年框架下，双方将举办 550 多项体育交流活动，促进中俄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在
中俄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签署了近 20 份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
能源、体育等多个领域，双方还签署了关于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推动中俄合作高质量发展。

1　央广网：《中俄元首祝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2018 年 2 月 7 日，http://military.cnr.cn/
zgjq/gcdt/20180207/t20180207_524128488.html，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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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人文交流的
特点总结与未来合作契机05

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是中俄两国政府的创造性举措。该机制发展时间最长，为后来我
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人文交流机制提供了宝贵经验。经过多年探索，中俄人文交流形成了
机制完善、协作水平高、影响范围广等特点。

首先，中俄人文交流机制完善，引领中外人文交流之先。2000 年建立的中俄人文交
流机制是我国第一个对外人文交流机制，其健康发展对于提升中俄关系水平具有积极意
义。1 两国定期召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原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会议，共同部署
合作蓝图，为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发展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

其次，中俄人文交流协作水平高，筑牢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中俄人文交流自 2006 年
初次举办国家级主题年开始，依托八个国家级主题年活动，在教育、文化、媒体、电影、
卫生、科技、体育、旅游等多领域高水平协作，丰富了中俄关系内涵，增进了中俄人民友
谊，夯实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促进了中俄人文交流高规格、持续性发展。

最后，中俄元首引领人文交流，推动大国文明交流与对话。自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成立 22 年来，两国元首高度重视中俄合作，长远规划两国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多
次会晤，推动经贸、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取得成效，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建立和稳固提供了重要动力，开创了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并在推动多边机
制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2021 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据“2021 年中俄舆论”民意
调查显示，89% 的俄罗斯受访者和 97%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赞成延长这份对中俄关系发
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文件。两国受访者一致认为，中俄有能力共同推动国际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 2022 年“两会”记者会上应询谈及中俄关系时指出，

1　人民网：《人文交流丰富中俄关系内涵》，2018 年 9 月 14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
n1/2018/0914/c1003-30293740.html，2022-06-25。

2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итоги соцопрос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о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2021" （俄罗斯报：《“2021 年中俄舆论”民意调查结果公布》），2022 年 1 月 29 日 , https://
rg.ru/2022/01/29/opublikovany-itogi-socoprosa-obshchestvennoe-mnenie-o-kitae-i-rossii-2021.
html?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3A%2F%2Fyandex.
ru%2Fnews%2Fsearch%3Ftext%3D，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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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
双方的合作前景广阔。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1

世界越不稳定，就越需要平静的力量。越是危机的时代，越需要合作的勇气。展望
未来，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其一，中俄相互的战略需求与协作为
双边关系稳定构筑了基石；其二，中俄在能源、金融、数字经济、高新技术、航空航天、
交通物流和农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中俄深度合作带来巨大潜力和优势；2 其三，中俄两
国互为比邻，各自的文化吸引力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出
口；其四，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为中俄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灵活保障。

目前，中俄关系形成了以双边关系为主、多边合作框架为辅的网络伙伴外交机制。
2014 年 5 月 20 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
阶段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支持开展网状伙伴外交的各种努力。网状伙伴外交旨在
于国际事务中建立伙伴合作的灵活机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俄印外
长会晤等机制已成为类似灵活机制的高效范例。”3 其中，二十国集团主要关注世界经济
问题，金砖国家致力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地位，上合组织主要协调中俄在中亚地
区的问题，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聚焦三国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双边以及多
边网状机制进行外交实践，促进两国合作。4

20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俄罗斯也将开始落实“2030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发展目标”，这将为两国务实合作将开辟新的机遇。中俄两国计划
利用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成果，加快科技先进分支的合作。此外，中俄两国都在为加
强在能源、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共同努力。两国政治领导人表示，中俄将继续
开展联合抗疫工作，支持在病毒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等领域的经验交流，防止疫情跨
境传播。5

1　新华网：《王毅 : 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2 年 3 月 7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3/07/c_1128446626.htm，2022-06-29。

2　外交部：《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出席“中俄关系 未来无限”青年论坛活动》，2022 年 4 月 26 日，
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zwbd_674895/202204/t20220426_10673940.shtml，2022-
06-29。

3　新华网：《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2014 年 5 月 20 日，http://
www.gov.cn/xinwen/2014-05/20/content_2683144.htm，2022-06-29。

4　谢霖博：《新时代中俄关系的前景展望》，《当代经济·月刊》2020 年第 2 期，第 11-12 页。
5　Известия：Китай — Россия: моде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XXI веке （俄罗斯消息网：

《中俄：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典范》），2022 年 2 月 10 日，https://iz.ru/1289552/lai-i/kitai-rossiia-
model-mezhdunarodnykh-otnoshenii-v-xxi-veke?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
referrer=https%3A%2F%2Fyandex.ru%2Fnews%2Fsearch%3Ftext%3D，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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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冬奥之约”，
以奥林匹克价值观重塑疫后世界06

近年来，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带来严峻挑战，中俄两国积极开展抗
疫合作，鼓励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妥善应对疫情。针对将疫情政治化的问题，俄罗斯总
统普京表示，用病毒起源论抹黑中国是不可接受的，俄方愿与中方继续加强包括抗击疫
情在内的各领域交流与合作。面对个别国家挑起的意识形态纷争和社会制度对抗，中俄
继续坚持“四个相互坚定支持”1，共同弘扬和平、发展、正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在国际舞台上积极阐释民主和人权理念的正确含义，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不同文
明多元和谐共处。

“以人为本”的防疫政策，保障了中俄“冬奥之约”。在北京冬奥会契机下，中俄两
国领导人会晤并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
在会晤中指出，“2014 年，我应普京总统邀请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当时
我们相约 8 年后北京再聚首。这次你来，实现了我们的‘冬奥之约’，相信我们今天的‘新春
之会’一定会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本次会晤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俄方
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该理念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团结，合力应
对共同挑战。中方积极评价俄方为推动构建公正的多极化国际关系体系所作努力。《联合
声明》的发布对于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安全稳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奥林匹克格言
的共同价值观。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这是“庆祝人类团结，庆祝在中
国被称为人类共同命运的庆典”。2 从“冬奥之约”到“新春之会”，中俄两国正开启人
文交流新篇章，为疫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合作注入更多信心与动力。

1　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
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源自环球网：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2017 年 7 月 3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Ri3 ，
2022-07-28。

2　Kazakhstan Today: Специальный репортаж: "Олимпийская встреча" глав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открывает новую главу в истории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今日哈萨克网：《专题报道：中俄领
导人“奥运会晤”掀开双边关系历史新篇章》），2022 年 2 月 4 日，https://www.kt.kz/rus/authors_
column/spetsialnyy_reportazh_olimpiyskaya_vstrecha_glav_kitaya_i_1377928799.html，202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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