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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氣供華料年底簽約
兩國總理會晤 原油交易年增1000萬噸

李克強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外舉行儀式，歡迎凌
晨抵京的梅德韋傑夫。隨後，兩國總理共同主持

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李克強說，中俄應當相互
擴大開放合作，加強在國際和區域合作機制中的協調配
合，共同應對複雜的外部經濟環境，促進兩國各自經濟
更好發展。梅德韋傑夫表示，俄方優先重視對華關係，
願同中方保持密切戰略溝通與協調，進一步擴大經貿、
能源、科技、人文、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提升
合作的規模和水平。

政治互挺 經貿互利

兩國總理在會談中就經貿合作、航天核能、能源戰

略、人文交流、維護國際秩序等方面達成五項共識。
在中午，兩國總理共同會見記者。李克強說，中方願與
俄方攜手努力，挖掘潛力，創新方式，推動兩國戰略合
作取得更多新成果。梅德韋傑夫說，俄中關係是名符其
實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在解讀這次中俄總理達成的

會談成果時表示，在政治上，重申堅定支持涉及對方主
權、安全、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堅定支持對方走符合
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決反對以任何外來干預的方式
顛覆別國合法政權。經濟上，就全面深化務實領域合作
達成廣泛共識，將進一步推動航天、航空、投資、經
濟、地方這些對兩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領域
的合作。在國際事務上，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要在聯
合國的框架內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解決地區熱點問
題。

東線簽約 再談西線

對於遲遲未能簽署的中俄天然氣協議問題，據俄新網
報道，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昨日認為，俄羅斯天
然氣工業公司在年底前與中方簽署供氣合同的前景非常
不錯。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阿列克謝．米勒則表示，

俄氣公司將在簽署東線管道對華供氣合同後立即同中國
開始西線供氣的談判。「我們已就對華供氣合同中非常
重要的條款達成協議，並確定了下一步大規模合作計
劃，即商定在簽署東線管道供氣合同後立即開啟西線供
氣談判。」
俄氣公司與中石油表示，打算在年底前簽署東線管道

對華供氣合同。雙方已經就供氣基本條件達成一致並於
9月初簽署了相應文件。
今年3月，俄氣公司與中石油簽署了一份關於東線管

道對華供氣項目的諒解備忘錄。俄氣總裁米勒當時表
示，俄氣公司通過「西伯利亞力量」輸氣管道可從2018
年開始供氣，供氣量為每年380億立方米，可以增加到
600億立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俄總理第十八

次定期會晤昨日在北京舉

行。雙方達成擴大經貿合作

等五項共識（見表）。會談

後，中國總理李克強與俄國

總理梅德韋傑夫簽署聯合公

報，並出席兩國能源、教

育、金融等領域20項合作文

件簽署儀式，包括俄羅斯每

年向中方增供1,000萬噸原

油協議。據俄方消息透露，

在最受關注的俄國對華供應

天然氣問題上，中俄極可能

在年底前簽署供氣合同。

公布財產 喜侃老子愛拍照

梅德韋傑夫冀中俄貿易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正在訪華的俄羅斯總理梅德
韋傑夫昨日下午做客新華網，與中
國網民親密互動。他稱，中俄兩國
關係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雙方當天達成了俄油輸華10年總體
1億噸、總額850億美元（約6,630億
港元）的原油供應協議，以及聯合
建立天津煉油廠協議，同時，雙方
天然氣談判也會很快達成共識，俄
將盡快通過管道向中國供應天然
氣，而未來俄也希望看到更多中國
企業赴俄投資。
訪談中，梅氏談及，中俄貿易、

能源合作、核電問題、新興國家崛
起等問題。他表示，中俄雙邊貿易
額已經接近了1,000億美元。但他和
李克強都認為：「這並不是極限，
我們甚至可以達到1,500億、2,000
億美元，或者更多。」他建議，未
來中俄還應該提升合作的質量。

華資赴俄不委屈
對於中國企業是否可以參與俄羅

斯遠東地區的開發以及俄羅斯政府
將怎樣保障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問
題，梅氏強調，希望看到更多這樣
的企業來到俄羅斯，而俄羅斯也不
會讓這些外國投資者感到委屈。
對於備受關注的能源合作，這位

俄總理指出，雙方當天簽署了一些
文件，每年要增供1,000萬噸原油，
這是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羅斯
國家石油公司供應的，10年總體來
說就是1億噸，總金額達到850億美
元。

天津共建煉油廠

他說，中俄還將聯合建立天津煉
油廠，這個煉油廠有很大的加工能
力，每年會加工1,600萬噸原油，而
且是高科技項目。

對於天然氣，梅德韋傑夫說，
「目前雙方正在完成商定俄對華供
氣的定價共識，基本上這個定價共
識已經商定了，現在要商定價格本
身。雖然這個問題比較艱難，但是
我們也會很快達成共識，要盡快通
過管道向中國供應天然氣。」
此外，梅德韋傑夫還說，中俄核

電站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雙方已經
建設了4個機組，雙方願意把這個
合作做下去，核能是雙方一個非常
有前景的合作領域。
在回答網友有關新興經濟體在

世界經濟復甦以及構建新的國際
貿易體系的過程中能發揮怎樣的
作用問題時，梅德韋傑夫認為，
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是
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他建
議，新興國家在貨幣體系和國際
金融機構內以及20國集團等機制
內加強合作。

有「新媒體發燒友」美稱的梅德韋傑夫，昨日下午

與中國網民來了一次43分鐘的親密接觸。主持人讚揚

梅氏出任俄總統時帶頭公布個人財產，他回應道，這

個做法很正常，「必須申報」沒有什麼特別的。

梅德韋傑夫稱：「我近幾年來都在申報，當總統的

時候也申報過，現在當總理也在申報。所以大家知道

總統、總理有什麼樣的收入，有哪些財產，我家屬的

財產。」根據今年4月俄官方資料，梅去年收入近338

萬盧布(1港元折合3.58盧布，約94.5萬港元)，銀行的

14個賬戶中共有496萬盧布的存款，擁有4,700平方米

的出租地皮，一輛1948年出廠的「勝利」牌嘎斯-20

老爺私家車，夫婦擁有面積為367.8平方米的住房

等。他還說，俄公職人員沒有權利在外國擁有資產。

爭取每天游泳騎車
除了中俄關係等嚴肅話題，訪談中，梅氏亦和中國

網民大侃中國文化，分享心得，以拉近與中國民眾距

離。

「老子強調，人的言論要慎重一些，要說得少一

點，好一點。其實看老子的一些話非常深刻。」梅氏

稱他喜歡中國文化，最喜歡老子，並對老子很熟悉。

梅氏上學時期，就是一名運動型學生，喜歡舉重和

划船。現在這兩種運動都不做了，但他爭取每天游泳

和騎自行車，「我覺得這對保持體力很重要」。

他說，他還很喜歡照相，「因為我的這種職位，我

無法經常拍照，所以我必須在車上或者飛機上的時候

來拍照。我在中國是坐高鐵的時候攝過影的。」訪談

最後，他還向給他提出關於老子問題的網友贈送了自

己拍的照片集。不少中國網友都稱讚梅氏極富親和

力。 ■記者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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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韋傑夫（左）與中國網民線上互動。 新華社

■中俄總理李克強(右)與梅德韋傑夫出席兩國能源、教育、金融等領域20項合作文件簽署儀式。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時表示，中俄雙方要繼

續加強全面戰略協作。

習近平請梅德韋傑夫轉達對俄總統普京的親切問候和良好

祝願。習近平表示，中俄是名副其實的好鄰居和戰略協作夥

伴。今年以來，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保持更加積極的

發展勢頭，兩國領導人多次會晤和見面，就新形勢下中俄關

係發展方向和重大合作項目達成高度一致。中俄要始終堅持

睦鄰友好、守望相助的理念，深刻認識和把握中俄關係對兩

國和整個世界的獨特戰略價值，持之以 地相互支持，加強

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實現共同發展振興，造福兩國人民。

習近平指出，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成立17年來，對兩國

務實合作發揮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雙方要根據新形勢下發展

兩國關係的需要，立足當前， 眼長遠，通過這次會晤進一

步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各項共識，全面擴大和深化能源

合作，推動經貿合作多元化，加強高科技、製造業合作，重

點實施好戰略性合作大項目，提升兩國務實合作品質和水

準。進一步加強防災救災合作和人文交流，特別是擴大青年

交往，夯實中俄友好的社會基礎。

習近平指出，中俄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開展了密切和富有

成效的合作，維護了共同利益，主持了公道和正義。雙方要

繼續加強全面戰略協作，維護好聯合國及其安理會權威，捍

衛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共

同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梅德韋傑夫轉達了普京對習近平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國務委員楊潔篪參加會見。

■國家主

席習近平

（右）昨

日在北京

人民大會

堂會見俄

羅斯總理

梅德韋傑

夫。

新華社

習近平語俄總理：加強兩國全面戰略協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印度總理辛格
結束訪俄後直飛北京，而同日俄總理梅德韋傑夫也展
開訪華行程，中俄印「三角合作」再次引發外界關
注。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外交研
究室主任王紅續向本報指出，中印俄合作可互利互
惠，共同繁榮，而三國加強戰略三角關係，將有助反
制美「重返亞太」戰略，打破美所謂「亞太再平衡」。
王紅續指出，中俄印建三角關係最早是由俄前總理

普里馬科夫提出的，近年美國將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
亞太，中日釣魚島爭端凸顯，南海問題也不斷被升
溫，美國「重返亞太」從東面對中國形成遏制和包
圍，而中國與俄羅斯、中亞、蒙古和南亞國家加強合
作，將有助反制美對華形成的巨大壓力。
「中國在東線更多是防守，在西線是進取的。」王

紅續稱，在東線的釣島和南海等問題上，中國關鍵是
要將爭端守在可控範圍內，避免危機上升；在西線，
中俄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中印均是新興大國，中俄

印三國都是金磚國家，相互間有廣泛共同利益。

不盟之盟中印夾 巴國

「中俄印三國加強合作，不僅有利中國，也有利俄
印。」王紅續認為，俄印可分享到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的「紅利」，在經濟上實現最大互補，還在諸多國際地
區事力上有共同立場和主張，因此有 廣泛合作空
間。
「三國合作將互利互惠互助的，但並非結盟關係，

但卻又可是一種『不盟之盟』關係。」王紅續坦言，
中印關係是中俄印戰略三角中的「短板」。雙方未來應
緩和摩擦，加強合作。一是要進一步緩和邊境問題，
二是要妥善處理好中印巴另一個「三角關係」，三是要
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中印間的邊境等問題解決需
要有個過程，但雙方要進一
步提升夥伴關係的方向可以
說已確定。」

加強中俄印三角關係意義重大

中俄五項共識
第一：擴大經貿合作和相互開放，提升貿易質量。

推動雙方企業加強投資合作，擴大使用本

幣，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第二：在航空、航天、核能、高科技和創新領域更

多開展聯合研發、聯合研製和聯合生產合

作，共同提升兩國科技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加強農業以及高鐵等基礎設施領域合作。

第三：鞏固和發展中俄能源全面戰略合作。推進實

施增供原油、修建天然氣管道、上游油氣田

開發、下游煉廠建設等一批大項目，推動取

得更多成果。

第四：密切人文交流，重點辦好青年友好交流活

動，加強教育、旅遊、媒體、衛生、體育、

地方等領域合作，增進相互了解與友誼。

第五：在聯合國、上合組織、金磚國家、20國集團

等多邊框架下加強協調配合，維護世界和平

穩定，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