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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伯尔尼 2024 年 1 月 16 日 

 

瑞士与中国以明年建交 75 周年为契机继续高层交往、深化双边关系 
 
 

伯尔尼，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5 日周一，由联邦主席薇奥拉·阿姆赫德（Viola 
Amherd）率领的联邦委员会代表团在洛恩庄园接待了由李强总理率领的、对瑞士进行正式访

问的中国代表团。这是疫情以来瑞中首次高层会晤，双方讨论了两国围绕约 30 个对话机制展

开的深厚而广泛的双边关系，以及一系列当前国际问题。 
 

联邦委员兼经济、教育与研究部长居伊·帕姆兰（Guy Parmelin）代表瑞士政府出席会谈。中国代

表团成员包括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以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等其他部委高

级代表。双方对明年瑞中建交 75 周年之际再度进行最高级别接触表示欢迎。双方同意在 2024 年继续开

展双边对话，进一步深化 2016 年建立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会谈议题还包括年内恢复外长级对话，议题包括发展合作、调解与人权等内容，另外还将就科技、

移民、劳动就业、知识产权、卫生与环境等一系列议题进行双边对话，因疫情而中断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对话也将进一步恢复。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瑞士是否将被列入可获入境中国最多 15 天免签待遇的国家

名单。 
 
会谈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完成自 2017 年启动的瑞中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联合可研，为未来

可能的升级谈判迈出重要一步。 
 

讨论议题广泛 
 

瑞士参与的中欧网络对话也是会谈议题之一。瑞士代表团强调了与中国和其他国际伙伴开展多边合

作以促进网络空间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瑞士也高度重视在数字时代尊重网络基本自由。 
 
双方还就广泛的全球性议题进行了沟通，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的成果、俄

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东战争、东亚局势，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安全架构和多边主义议题。瑞士代

表团强调需建立一个基于法治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国际秩序。 
 

长期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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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瑞士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瑞士于 1950年 1月 17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早

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自 201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瑞士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瑞士仅

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瑞士也是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的约 60 个国家之一。2017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2019 年，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瑞士与中国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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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驻华使馆官方网站：https://www.eda.admin.ch/beijing   

瑞士驻华使馆官方微博： @瑞士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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