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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士双边关系回顾 

瑞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50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最近几年来两国间双边关系进一

步发展，常规高层访谈定期举行。自 2010 年起，中国成为瑞士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两国同时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人权和移民、教育、科学和金融等领域保持

对话。 
 
历史回顾  
  
早在 17 世纪中期瑞士商人和传教士已同中国王朝建立了联系。19 世纪中叶两国间贸

易关系飞快发展，1912 瑞士贸易机构在上海成立。1906 两国间正式进行第一次官方

接触。1918 年双方签署了友谊协定，开启瑞士和中华民国的双边关系。 
 
瑞士于 1950 年 1 月 17 日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

家之一。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总理周恩参加在日内瓦举办的日内瓦会议，新中

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于 1979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

瑞士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快速发展。2015 年两国迎来建交 65 周年。 
 
外交关系主要方面  
 
2007 年瑞士和中国政府签订加强高层政治协商、在一系列领域增强双边关系的合作谅

解备忘录。除北京和伯尔尼间的常规官方接触之外，两国的州级政府和城市间也开展

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公民社会层面，两国的专家、学术机构和艺术家团体已开展了生

动多样的交流、交换项目。  
 
瑞士和中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特别是环境风险管理、气候适应政策、环境科技推广和

环境立法咨询方面共同合作。双方通过签署的一系列备忘录将合作制度化并通过具体

的项目推进合作。 
 
经济关系 
 
自 2010 年起，中国成为瑞士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4 年包括香港地区在

内的贸易额：450 亿美元），是瑞士全球范围内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继 2011 年开展的一系列谈判后，两国于 2013 年 7 月在北京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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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在得到瑞士全民代表理事会和瑞士国家理事会批准后，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

效。 
 
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条款（工业和农业产品），非关税壁垒（如技术规定）、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双方也签订了与劳工和就业相关的协定。

其中序言部分涉及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价值、基本工具和国际法等相关方面。2013 年

5 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瑞士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和瑞士联邦国际金融事务秘书处签署

了在金融领域开展双边对话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教育领域合作 
 
鉴于中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中国成为瑞士政府《2008-2011 年度教

育、研究、创新推广公报》，《2010 年教育、科研国际战略》中所列的欧洲国家之外

首要的科研合作国之一。此外，中瑞两国已建立多个双边研究项目，如 2008 年设立的

中瑞科学技术合作项目。瑞士联邦《2013-2016 年教育、研究、创新公报》为目前已

有项目的推广和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保障。 
 

由瑞士内政部教育、研究、创新事务秘书处颁

发的瑞士政府优秀奖学金是帮助研究人员接触

国际同行的又一保障。目前已对来自中国的研

究人员发放了 25 个奖学金名额。中国学生在瑞

士的人数是非欧洲学生群体中最高的。自 2008
年起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在上海设立办

公室。科技文化中心作为平台，积极支持与瑞

士相关的，教育、科研和创新领域的国际活动。

此外瑞士驻华大使馆的科技与教育处作为其在

北京的分部主办各种活动。 
 
文化交流 
 
瑞士和中国近年来大大加强了两国间的文化交往，如瑞士文化委员文化基金会于 2010
年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室，以此加强瑞士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提升瑞士艺术家和其作品

在海外的知名度。中瑞两国就非法出口文化遗产以及返还方法达成了双边协议。协议

于 2013 年 8 月签署，2014 年 1 月正式开始实施。此外为庆祝瑞士中国建交 65 周年瑞

士驻华使馆全年将举办一系列文化项目和活动。 
 
环境、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100 名瑞士大学生受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于 2015
年 8 月前往中国参加文化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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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发展合作署（简称 SDC，属于联邦外交部下属机构）在中国致力于实现三大合作

目标，与中国各部委和下属省、市级政府单位签署了各项相关合作协议。 三大合作目

标为：与中国合作，共同研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减排和适应）的创新战略

和技术，推动在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和战略领域

的中瑞战略对话以及加强应急救灾和搜救领域

合作。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国家之一，瑞士已在

中国资助、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包括中瑞在

气候变化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中国适应

气候变化项目，中国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地下

水恢复战略合作和金沙江流域水资源综合风险

管理项目。瑞士发展合作署于2015年五月底和

成都市签署了“中国-瑞士低碳城市”项目战略合作意向书，支持成都向低碳城市转型。 
 
除了在必要时提供紧急救援之外，瑞士已同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将合作制度化并且不

断强化。瑞士于 2008、2013 年为 2008 年中国汶川地震提供援助，2010 年参与青海

地震救援。 
 
 

瑞士发展合作署将与宁夏官方合作调研气候变化

对生活在此地区的居民身体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