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见我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谈话参考
（2016 年 11 月 2 日 12:30-14:00）

一、表示问候与感谢：代表团此次访问老挝，得到了大使

和使馆各位同事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中国（吉林省）-老

挝产能合作推介会”等活动都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吉林省位于东北亚地理中

心，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自然资源丰富、

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基础雄厚、科教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和振兴东北政策的带动下，吉林

经济社会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去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达到 14274.11 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 2.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3%，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7.2%和 5.1%，粮食产量达到 729.4 亿

斤。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7%，比去年

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3%，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9%。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地区发展高

度重视，今年出台《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

干意见》，正式启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为吉林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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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开放合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将

牢牢抓住国家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机遇，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吉林时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

新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三个五”发展战略，

着力推动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着力增强持续增

长动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把吉林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努力实现全面振兴发展目标。

三、介绍出访目的：今年 3 月 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吉

林省政府签订了《关于建立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委省

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中明确由吉林省政府牵头对

接与老挝产能合作。9 月 8 日，李克强总理访问老挝期间，两

国签署了《关于确认并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协

议》，我省鸿达集团在老挝建设 500KV 高压输电线路（那摩

—八本）项目是纳入协议的重点项目之一。为落实总理访问成

果，加快推进中老产能合作，我们举办了中国（吉林省）—老

挝产能合作推介会。同时，在老挝推介吉林省“中国重要老工

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强省”的形象，大力开展产能合作，为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四、提出希望和建议：当前，吉林正处于新一轮全面振兴

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对外交流合

作是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吉林省委、省政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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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发展与老挝的交往合作与友好关系。进一步扩大面向老

挝的开发开放，离不开大使先生和驻老挝大使馆的帮助，希望

您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我省与老挝之间的交流合作，帮助我

们更好地向老挝各界宣传和推介吉林。

最后，再次对大使先生百忙之中安排时间与我们会面表示

衷心感谢，诚挚邀请您方便的时候到吉林考察指导工作。

附件：

1、关华兵大使简历

2、中老双边关系发展情况

3、吉林省与老挝经贸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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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华兵大使简历

1956 年 11 月生，文学硕士。

1988-1991    外交部亚洲司随员

1991-1992    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      

代表处三秘、二秘

1992-1994    驻韩国大使馆二秘

1994-1997    驻朝鲜大使馆二秘、一秘

1997-2001    外交部亚洲司处长

2001-2003    驻韩国大使馆参赞

2003-2004    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4-2007    驻朝鲜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7-2009    云南省文山州副州长

2009-2011    驻釜山总领事

2011-2013    驻朝鲜大使馆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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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驻老挝特命全权大使

已婚，有一子。

附件 2：

中老双边关系发展情况

中国和老挝于 1961 年 4 月 25 日建交。上世纪 70 年代

末至 80 年代中，双方关系曾出现曲折。1989 年以来，中老

关系全面恢复和发展，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卫生

等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

调与合作。老挝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支持中国人民和平统

一大业。2009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与

访华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 ·

赛雅颂达成共识，决定把中老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近几年来，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

中老经贸关系发展顺利。我主要进口铜、木材、农产品等

主要出口汽车、摩托车、纺织品、钢材、电线电缆、通信设备、

电器电子产品等。2014 年 1-6 月，中老双边经贸额为 2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42%。中国企业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赴老

投资办厂，目前是老挝最大投资国。投资领域涉及水电、矿产

开发、服务贸易、建材、种植养殖、药品生产等。中国企业在

老挝还积极参与劳务和工程承包。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或优惠贷款等方式向老方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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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涉及物资、成套项目援助、人才培训及技术支持等。

　　两国在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两

军关系顺利发展，中国军队领导人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

梁光烈等先后访老，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隆再等老军领导人

多次访华。

　　两国共同边界 508公里，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在较

短时间内圆满解决边界问题。1991 年 10 月，两国在北京签

署了《中老边界条约》。此后，双方先后签署《中老边界议定

书》、《中老边界制度条约》和《中老边界制度条约的补充议

定书》、《中老关于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和《中老关于边境

口岸管理制度的协定》。中老边界已成为一条和平、友好与稳

定的边界。 

附件 3：

吉林省与老挝经贸合作情况

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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