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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 星期四APEC峰会特别报道

编者按：进入 11 月，全球政经活动异常频繁。11 月 10 日至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11 月 15 日

至 16 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除了两大峰会的举办时间接近外，本届 APEC 的轮值主席国中国以及 G20

的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同是两大组织的成员国。

从目标和议题来看，APEC 和 G20 具有协同效应，而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借由这两大盛会更加紧密。

1989 年 ，亚 太 经 合 组 织（APEC）第 一 届 部 长

级 会 议 在 澳 大 利 亚 首 都 堪 培 拉 举 行，APEC 自 此

正 式 成 立 。 25 年 后 ，2014 年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领 导 人 会 议 周 活 动 将 于 11 月 5 日 至 11 日

在中国北京举行。一前一后，澳大利亚与中国之

前的“ 缘分”更加深厚。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日前对《中国贸易

报》记者表示，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将出席

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 APEC 领导人

非 正 式 会 议 。 这 将 是 阿 博 特 今 年 第 二 次 访 问 中

国，他 此 次 参 加 APEC 会 议 将 有 助 于 中 澳 两 国 关

系在领导人层面上向前推进。

澳方肯定中国 APEC 会议作用

今 年 APEC 会 议 将“ 共 建 面 向 未 来 的 亚 太 伙

伴关系”定为主题，确定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 进 经 济 创 新 发 展、改 革 与 增 长，加 强 全 方 位 基

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大重点议题。

“ 澳 大 利 亚 和 中 国 密 切 协 作 ，将 以 一 系 列 切

实 可 行 的 行 动 支 持 这 些 重 点 议 题 的 实 施。”孙 芳

安 强 调，澳 大 利 亚 是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坚 定 支 持 者，

支持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安排。

“ 澳 大 利 亚 欢 迎 中 国 在 APEC 框 架 内 提 出 的

建立亚太自贸区这一长期目标。”孙芳安坦言，多

边 自 贸 谈 判 参 加 方 越 多 ，谈 判 越 复 杂 、耗 时 越

长 。 因 此，澳 大 利 亚 非 常 支 持 中 方 作 为 APEC 主

席国寻求一种方式，使这一地区的经济体最终达

成亚太自贸区计划，无论最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

实现。

谈 及 中 国 举 办 此 次 APEC 会 议 的 意 义，孙 芳

安 表 示，今 年，APEC 确 实 取 得 了 很 大 进 展，中 国

在政策设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澳大利亚作为

自 由 贸 易 的 支 持 者，希 望 APEC 能 继 续 反 对 贸 易

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减少壁垒。

“ 本世纪最大的趋势是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在

向亚太地区转移，持续进行经济一体化。”孙芳安

说：“ 我们欢迎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

中澳高层互访推动经贸繁荣

在 孙 芳 安 看 来 ，2014 年 是“ 充 满 机 遇 的 一

年”，中澳两国密切协同合作，在议程和目标上保

持 了 一 致 。 澳 大 利 亚 作 为 G20 轮 值 主 席 国 ，对

G20 所做的工作与中国作为 2014 年 APEC 主办方

所做的重要工作相得益彰。从两国的角度出发，

双 方 的 工 作 都 展 现 了 真 正 的 协 同 作 用。“ 而 这 正

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强劲、健康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支持下，才能顺利达成的。”她说。

另 据 孙 芳 安 介 绍，除 阿 博 特 将 出 席 APEC 第

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澳大利亚外交和

贸易投资部部长将出席 7 日至 8 日举行的部长级

会议，同中国有关部门就如何结束双边自贸协定

谈 判 进 行 讨 论 。 而 在 APEC 会 议 结 束 后 不 久，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将 出 席 在 布 里 斯 班 举 行 的

G20 领导人峰会。

两 国 高 层 在 一 周 多 的 时 间 内 频 繁 接 触 为 双

方 建 立 重 要 的 伙 伴 关 系 提 供 了 机 遇 。 孙 芳 安 表

示，澳 大 利 亚 是 支 持 贸 易 自 由 化 的 国 家，希 望 年

内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向

对 方 开 放 经 济，给 彼 此 足 够 的 市 场 准 入，将 给 两

国带来极大好处。

“ 现在，两国希望找到一个中间立场，用中方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相 向 而 行 ’，双 方 都 做 出 些 让

步”。孙芳安表示，双方正寻求达成互利共赢、平

衡的一揽子协议，促进两国双边关系持续发展。

“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 自从 1972 年中澳建

交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就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

经贸关系。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历史和现实

的纽带却将两国紧紧连在一起。而随着中澳关系

日益深化，两国经贸合作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就。

澳大利亚 经 济 一 直 保 持 着 低 通 胀 率、低 负 债

率 以 及 低 失 业 率 的 发 展 态 势 。 特 别 是 在 2008 年

至 2009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澳大利亚是仅有

的几个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

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中国

区总经理柯迈高日前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作为中澳关系的终极目标，我们希望，

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不仅仅是一个可靠的资

源提供者，而且是中国最信任的伙伴，双方能够建

立双赢关系。

“五个第一”

健康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不

会遇到挑战和困难，其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其中之

一就是与中国投资者密切相关的矿业。

近几年，充裕的矿业投资是保证澳大利亚经济

稳步向前的重要支点，但目前，澳大利亚正在计划

将以投资为向导的矿业经济的增长转化为以产业

化产出为主体的结果型的增长。柯迈高认为，这种

转型会为澳大利亚矿业出口带来利好。

此外，近年来，澳元一直保持坚挺走势，但这并

不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近来，澳元对美元

汇率出现了跌幅，这使澳元有了更大的国际竞争

力，而对海外投资者以及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说，澳

大利亚的商品也因此在价格上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而中国也同样面临深化结构调整、大力缩减过

剩产能的问题。

不过，即便在中澳经济发展均面临挑战的情况

下，中 国 仍 保 持 与 澳 大 利 亚 经 贸 往 来 的“ 五 个 第

一”：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

口来源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旅

游收入来源国。

柯迈高告诉记者，今年 4 月初，澳大利亚总理托

尼·阿博特曾对中澳关系进行了一个概括——“澳

中关系的重要和强劲不言而喻。中澳是在正确的

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以正确的精神面貌，带着

‘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的态度，力求将中澳合作推

向更高水平，并将双方的合作优势发挥到最大。”对

此，他表示认同。

随着中澳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多元，涵盖领域不

断拓宽。“中澳经济上的互补性众所周知，不仅局限

于双方相互提供反季节的水果上，而且延伸至更多

领域。”柯迈高说。

澳大利亚从未“拒绝”中国

2013 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投资达 3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4%。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在澳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 170 亿美元。2005 至 2013

年，澳大利亚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累

计吸引中国投资 572.5 亿美元，占中国海外投资总额

的约 12%。

柯迈高表示，在吸引投资方面，澳大利亚贸易

委员会专门负责吸引外商赴澳投资，并对澳大利亚

的投资机会进行宣传和推广。而从投资审核方面

来说，所有对澳的投资均须经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

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据我了解，目前，大概有 560 个

中国对澳投资项目递交给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

委员会，没有一个项目遭到过拒绝。”他说。

据柯迈高介绍，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中国投

资商对澳投资的传统领域集中在能源行业，如煤

矿、铁矿开发项目，但其实，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领域也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比如在农业方面，中粮

集团、山东如意集团、东北北大荒集团等都对澳大

利亚进行了投资。

此外，澳大利亚房地产业，尤其是旅游酒店的

建造，也引起中国企业的“关注”。而酒店地产火热

的原因之一就是澳大利亚旅游市场越来越多地受

到中国游客关注。“新西兰是赴澳旅游人数最多的

国家，但该国游客赴澳旅游的主要目的是探亲访

友。而中国赴澳游客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更重要的

是，中国游客最主要的目的是感受澳大利亚的风

景、文化，他们带来了投资与消费。”

此 外 ，柯 迈 高 认 为 ，针 对 中 国 目 前 面 临 的 问

题，如 食 品 安 全 问 题、矿 业 能 源 问 题 以 及 环 境 问

题 ，澳 大 利 亚 能 够 提 供 相 关 经 验 和 资 源 。 他 表

示，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在谈到澳大利亚的经贸

发 展 时 经 常 会 提 到“ 开 放 营 商”一 词 。 澳 大 利 亚

政府一直致力于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吸引各类商

务活动在澳开展。为了建立“ 开放营商”的环境，

澳大利亚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如降低烟尘排放

税、降低矿产税，并削减限制条约以及相关法规，

我 们 希 望 给 所 有 外 商 营 造 一 个 简 单、开 放、直 接

的投资环境。

经贸合作将揭开新的篇章

据澳方统计，澳大利亚每出口 3 澳元的商品和

服务，其中就有 1 澳元面向中国市场。中国每进口

100 吨铁矿石，其中就有 54 吨来自澳大利亚。而今

年 4 月，托尼·阿博特访华时，随行的澳大利亚工商

界人士达到创纪录的 700 多名，其所属公司市值占

到澳股市的一半。上述种种无不印证着中澳经贸

合作的紧密。

而目前正在商谈中的中澳自贸协定更让这种

关系具备了更大的潜力。据预测，中澳自贸协定将

为澳经济带来每年 200 亿澳元的收益。

据记者了解，自 2005 年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启动

以来，双方已进行了 21 轮磋商。据相关媒体此前报

道，中澳双方均希望该协定能在今年年内达成，以

结束长达 9 年的自贸谈判。托尼·阿博特曾经多次

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内与中国敲定自贸协定。

据澳大利亚媒体近期报道，中澳双方围绕自贸

协定的谈判正在步入冲刺阶段。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

APEC和G20相得益彰 助推中澳共同繁荣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

澳方“开放营商”欢迎中国投资者

中澳经贸发展路径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中澳贸易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期。

1972 年，两国正式建交，当时的双边贸易额

仅为 8655 万美元。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

不断加强。1996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突破 50 亿美元，

1999 年则超过 60 亿美元。

2003 年，两国签订了经贸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双边矿业、农业、服务业、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 16

个领域合作。当年，中澳双边贸易继续稳步增长，进出口总额达到 135.6 亿美元，比 2002 年增长 30%。

其中中国对澳出口 62.6 亿美元，增长 36.5%；从澳进口 73 亿美元，增长 24.8%。

（以上数据来源于网络）

2005 年，两国启动自贸区谈判。当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 272.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3.6%。其中中国对澳出口 110.6 亿美元，增长 25.2%，从澳进口 161.9 亿美元，增

长 40.1%。

2013 年澳中货物贸易额为 1417 亿澳元。其中，澳对华出口 945.2

亿澳元，对华贸易顺差达 472.8 亿澳元（澳方统计）。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有：金属矿砂、纺织纤维、油料产品、石油、有色金属、煤炭、天然

气、水产品、裘皮革产品、染料制品等；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有：服装服饰、电动机械、鞋、办公室机械

及计算机、通信及录音设备、织纱织布、金属制品、旅行用品及箱包、普通机械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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