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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印度共和国总理纳兰德拉·莫迪对中国进行正式

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莫迪总理，李克强总理与莫迪总理举行会谈，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莫迪总理。莫迪总理对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此访作出的特

殊安排深表谢意，对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

　　二、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双方一致认为，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

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两国领导人注意到，习主席访印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

发展伙伴关系，以此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内容，这为双方充实双边关系内涵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两国领导人同意，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印同时复兴为实现亚洲世纪提供了重要机遇。

他们注意到，中印关系将在21世纪的亚洲乃至全球发挥决定性作用。两国领导人同意，中印必须在

追求各自发展目标和维护安全利益的进程中相互支持，同时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利益和愿望。作

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最大新兴经济体和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中印两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模

式为推进国与国关系、完善国际体系提供了新的基础。

　　加强政治对话和战略沟通

　　四、鉴于中印双边关系不断拓展，两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双方需要增进战略互信，两国领导

人同意保持频繁高层交往，并充分利用现有对话机制，以加强彼此沟通。

　　五、双方同意开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定期访问，充分利用两国领导人出席多边活动的机会就

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六、鉴于中国各省和印度各邦对推进双边关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同意成立地方合作

论坛。首次论坛于2015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共同出席。

　　七、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与印度外交部组织的高层交往为促进两国了解与合

作所作贡献，双方同意将有关交流机制制度化并予以扩大。

　　八、为进一步便利和促进两国文化、旅游、经济、人员往来，双方决定互相在对方国家增设一

个总领事馆。中国将在金奈开设总领事馆，印度将在成都开设总领事馆。

　　九、双方认为加强两军联系有助于增进互信。印方欢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年内访印，中方邀

请印国防部长等军队领导人年内访华；两国陆军第五次联合反恐训练于2015年在华举行。双方将开

展军舰互访并举行通过演习和海上搜救演习。

　　十、双方肯定已签署的协议和议定书对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致力于加

强边防合作，开展两军总部和相邻军区年度访问和交流，努力开通两军总部间热线电话，在中印边

界各段设立边防会晤点。



　　十一、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战略目标。

双方决心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积极寻求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双方积极评价中

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取得的重要进展，重申将坚持“三步走”路线图，在已有成果和共识

基础上，继续推进框架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

案。

　　十二、双方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上述分歧不应阻碍双边关

系的持续发展。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在边界问题最终解

决前，双方致力于落实现有协议，并继续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构建更加紧密发展伙伴关系的下步规划

　　十三、双方决心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为两国以及地区乃至世

界经济增长和繁荣注入动力。

　　十四、双方认为，近年来两国双向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双边关系整体发展，并为两国各自

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了支持。鉴此，双方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双边贸易和投资障碍，相互提供更

多市场准入便利，支持两国有关地方加强贸易投资往来，以充分挖掘2014年9月签署的经贸合作五

年发展规划中所指定领域的现有和潜在互补性，包括印度药品、印度信息技术服务、旅游、纺织和

农产品。

　　十五、双方决心共同采取措施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实现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这些措施

包括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含注册）合作，加快对中印互输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磋商，加强印度信息

技术企业与中国企业的联系，促进旅游、电影、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物流等服务产业贸易。双方

将充分发挥中印经贸联合小组会议的作用，为此作出努力。两国领导人欢迎双方在亚太贸易协定框

架下加强协商，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妥善解决降低印度有关产品的关税问题。

　　十六、两国领导人同意，战略经济对话是双方探讨双边经济合作新领域的重要机制。下次战略

经济对话将于2015年下半年在印举行，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

主席共同主持。

　　十七、两国领导人对当前两国相互投资的积极势头感到满意，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印度制造”

倡议，印度企业也在中国拓展业务。

　　十八、两国领导人对双方开展铁路合作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包括印度金奈－

班加罗尔－迈索尔路段提速、德里－那加普尔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布巴内什瓦尔和拜亚帕那哈里

车站再开发规划、重载运输培训和设立铁道大学方面的合作；对双方商定铁路这一重要基础设施领

域的下阶段合作行动计划表示欢迎。

　　十九、两国领导人欢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签署关于建立对话机制

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双方愿继续加强两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两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

伙伴关系提供支持。



　　人文交流

　　二十一、2015年5月15日，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在北京共同出席“太极瑜伽相会”活动。双

方同意2015年6月21日共同组织国际瑜伽日相关活动。两国领导人欢迎云南民族大学与印度文化关

系委员会开展合作。

　　二十二、两国领导人注意到加强教育机构交流将为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欢迎双方

相关部门签署教育交流计划。

　　二十三、双方对“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双方将于2015年下半年各

派200名青年互访。

　　二十四、双方欢迎四川省和卡纳塔卡邦缔结友好省邦关系，重庆市和金奈市、青岛市和海德拉

巴市、敦煌市和奥兰加巴德市缔结友城关系。

　　二十五、为进一步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双方决定设立“中印智库论坛”，每年召开一

次，在两国轮流举办。双方同意将媒体高峰论坛机制化，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印度外交部负

责，每年一次，轮流在两国举办。两国领导人欢迎上海复旦大学设立甘地印度研究中心。

　　新的合作领域

　　二十六、两国领导人欢迎双方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不断充实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两

国领导人欢迎双方在以下领域开展和扩大合作，并指示相关部门切实推进有关项目：

　　（一）加强职业培训和技能发展合作，包括签署关于在古吉拉特邦甘地那加/艾哈迈达巴德建立

圣雄甘地国家技能开发和创业学院的合作行动计划。

　　（二）启动智慧城市合作，指定印度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和中国深圳为试点，开展联合

示范项目。

　　（三）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与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

　　（四）在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和传统医药领域开展合作。

　　（五）双方欢迎两国航天部门成立合作机制，并签署《2015－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航

天局与印度共和国空间研究组织航天合作大纲》，同意加强两国在卫星遥感，天基气象学，空间科

学、月球及深空探测，卫星导航，宇航元器件，搭载发射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合作。

　　（六）中国司法部长日前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执法机构合作，包括采取措施提高

在本国服刑的对方国家公民的福利待遇。双方并欢迎启动两国移管被判刑人条约磋商。

　　跨境合作

　　二十七、印方感谢中国向印度提供汛期水文资料和在应急事件处置方面提供协助。双方将通过

专家级机制，继续开展跨境河流水文报汛、应急事件处置的合作，并就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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