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正牵动着中国汽

车厂商的敏感神经。

12 月 14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从

15 日起，中国将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实施

为期两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这是商

务部在 2011 年 5 月 5 日最终裁定美国部分

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存在倾销和补贴后的

正式表态，也是中国入世 10 年来首次对美

国进口整车实施“双反”措施。

据悉，中国此次对美国汽车产品立案

调查是指整车，可能从反补贴入手，因为

美国金融机构对其汽车业投入数百亿美

元的救助资金，构成了不公平贸易竞争。

“这是中国限制美国进口车的一种外交

贸易手段，将正中美国软肋。汽车是中美两

国贸易的核心产品，说明中美两国贸易争端

已经从一般产品向核心产品升级。”中国汽

车后市场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路志

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竞争激烈

的中国豪华车市场，税收增加肯定影响进口

车销量，这将助推豪华车的国产化发展。

双反税影响有限

公告表明，此次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主要针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 2.5 升以

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其中反倾销税

率最高可达 21.5％。而且此项措施不仅针

对美国国内汽车供应商，对在美国进行组

装的外国汽车品牌同样适用，包括宝马、

大众、戴姆勒等德国品牌。

但业内专家认为，此举对汽车行业整

体影响微乎其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中国进口汽车 90.5 万辆，同比增

长 31% ；进 口 汽 车 中 原 产 于 欧 洲 的 占 了

60%，而原产于美国的 2.5 升以上的进口小

轿车和越野车约占 10%。据估计，需要缴

纳双反税的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小轿车和

越野车年销量约 10 万辆，占中国汽车年销

量比例约 0.5%，占汽车行业销售收入比例

在 1%左右，因此对行业影响甚小。

此次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或对克莱

斯勒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克莱斯勒在华没

有生产基地，且计划继 JEEP 品牌之后，明年

将克莱斯勒品牌引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

克莱斯勒每年出口至中国的整车数量在 2万

辆以上，而美国一年出口至中国的汽车数量

约 4.2 万辆。今年 1 月至 7 月，来自美国的进

口车数量为2.5万辆。今年第一季度，克莱斯

勒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17%。但克莱斯勒新

闻发言人对中国征收双反税举措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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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今 年 8 月 卸 任 澳 大 利 亚 驻 华 大 使

后，芮捷锐担任了河石咨询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康斯律师事务所中国区副主席、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等职务。他告诉

记 者，自 2006 年 担 任 澳 大 利 亚 驻 华 大 使

以来，他正式访问了中国 31 个省份，是访

问中国省份最多的外国驻华大使。

对于中澳关系未来走向，芮捷锐持谨

慎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发展对澳大利

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许多澳大利亚人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媒体的

描述中，芮捷锐是一个“非常敢说话的外交

官”。即便在大使任内，他也曾数次质疑本

国政府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是否付出了足够

多的努力。日前，本报记者在北京国际俱

乐部对他进行了专访。

澳加强与中国二三线城市经贸关系

记者：芮捷锐博士，您担任了四年半的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此期间访问了很多

中国城市，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的主要印象？

芮捷锐：明 年 是 中 澳 两 国 建 交 40 周

年，作为 40 年以来任期最长的驻华大使，

我感到很自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

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过去 5 年来，中国高速

增长的经济从东南沿海向包括西南、东北

的内地深入发展，多领域、多方面地渗透，

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访问期间，中国地域文化的多

样性令我惊叹不已，不但丰富了我的阅历，

也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

记者：在大使任期内，您应对了诸多事

件，致力于促进中澳两国关系的发展。您

能给自己的表现做个评价吗？

芮捷锐：在我的任期内，中澳双边关系

确实经历过一些挑战。我对自己的表现挺

满意，尤其是在应对棘手事件时，我能够履

行职责，做好双方的沟通工作，让双方能更

好地了解彼此的想法、态度和立场。

在我的任期内，澳大利亚同中国二三

线城市的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2009

年，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部长来华时首先

访问了成都、重庆；在我任期快结束时，澳

大利亚贸易部部长带领首个经贸代表团前

往成都访问，由此可见这些城市在中澳两

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把握两国经

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加快脚步，推动与中国

内地城市的经贸关系。在向中国二三线城

市传达澳大利亚的民意、商界人士的想法

中，我发挥了个人的重要作用。

记者：您曾提到中资企业应该更加主

动积极地融入澳大利亚，中国企业应从哪

些方面入手？

芮捷锐：近年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

已有大批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投资，这种

大规模的投资势必会引起澳大利亚当地社

会的种种反应。对澳大利亚来说，很重要

的一点，是要民众意识到中国企业来投资

其实很正常，让他们持接纳态度。

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积极

地让当地民众了解自己，应该向民众展示

自己，以便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澳大利亚有句话叫“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

地方性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实际运作

离不开和当地普通民众建立互信和理解。

中国公司的确能很好地遵守澳大利亚

的法律，但是我认为他们必须明白社会责任

感的意义和融入当地社区的重要性。我们希

望中国的公司能在融入社区方面投入更多的

精力，比如赞助一些体育赛事、艺术演出等

等，通过这样的活动更好地实现本土化。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时机不成熟

记者：以您的学术背景和外交实践经

验来看，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今后的谈判方

向是什么？面临着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芮捷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存在一

定的困难，比如谈判结构、外部环境的变

动。就谈判内容来看，双方在很多重大的

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如农业方面。我个

人认为，在农业问题上，澳大利亚对中国不

构成负面影响。对澳大利亚来说，世界农

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自由贸易协定无法惠

及我们。在服务业方面，也许中国可以进

一步放宽，让澳大利亚的企业能更自由地

进入中国，以便更好地提供经验，提升中国

服务行业的水平和竞争力。

目前来看，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外部环

境不如人意。面对欧债危机、美元贬值等影

响，两国政府都有一定的担忧。如果要解决

这个问题，就应该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

中澳两国作为强大的经济体，如果能

够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对世界来说无疑是

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和澳大利亚

对开放的市场充满信心，并致力于营造开

放的市场环境。我相信，这是应对全球经

济增长出现的危机和问题的有效方法。

记者：据了解，在您大使任期结束后，

澳大利亚政府准备任命您为澳大利亚外交

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但您却选择留在中国，

为什么？

芮捷锐：（笑）我希望能有机会继续留

在 中 国 。 我 爱 中 国 的 百 姓，爱 中 国 的 文

化。我期待能在这个国家更长久地生活下

去，感受中国的崛起，见证中国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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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部分进口车实施“双反”措施
国产汽车迎来机遇

中国企业在澳投资需加快本土化步伐
——专访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芮捷锐

必和必拓加大中国设备采购量

全球最大的矿山必和必拓计划继

续加大在中国地区的设备采购数量，从

2012 年开始的未来 5 年，其采购总额将

比此前 5年翻倍。必和必拓对铁、铜、煤

矿等资产有着详尽的扩建计划，其中，

位于西澳大利亚的铁矿项目将计划扩

产至年产能 2.2 亿吨，他们的采购机会

就主要来自这些新建项目。

台湾地区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

中国台湾地区“ 行政院会”日前

通 过“ 自 由 经 济 示 范 区 规 划 构 想 ”，

考 虑 松 绑 区 内 陆 资 投 资 产 业 ，以 及

大陆白领劳工赴台限制。为吸引投

资 ，台 湾 经 济 部 门 拟 出 台 财 税 优 惠

政 策 ，不 排 除 给 予“ 三 免 五 减 半 ”的

租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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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芮捷锐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芮捷锐

受美国农业部报告利空和欧债危机担忧持续作用，近阶段国内

外油脂期市继续下跌。受此影响，国内各地食用油现货价格小幅下

跌。中华油脂网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5 日，大连、江苏一级豆

价格为每吨 8700 元和 8750 元。 本报记者 鼎文 摄

年会旅游：旺季更旺淡季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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