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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记者：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始于2005年，至今已

进行10多轮。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今后的谈判方向是什

么？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在其中承担什么角色？

孙芳安：中澳两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能够达成一个

全面、高质、平稳、互利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将朝着

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借鉴同新西兰、美国、泰国、新加

坡等国家成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推动谈判进

程。目前，我们也正和日本、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

的谈判。中澳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将就商品货物、服

务、投资、法律框架等内容进行谈判，这个过程是复杂

的，双方都有官员致力于各部分的细节性工作。目

前，我们正筹备第 17 轮谈判，这轮谈判将于 11 月下旬

在北京举行。

中澳有很密切的双边经贸关系，去年的双边贸易

额达 1000 多亿美元。我们相信，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避

免今后的贸易保护主义，能够降低今后全球范围内贸

易保护主义引发的风险。这是中澳双方承诺取消贸

易壁垒的原因之一。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提供

了平台，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使馆的工作是增进

双方的了解，只有谈判双方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到对方

的情况，谈判才有可能取得高质量、预期的结果。作

为新任大使，我认为，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对于推动

谈判很重要。我相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也会同

样起到推动作用，比如，了解澳大利亚经济改革的政

策、动向以及对中国的潜在影响等等。过去 6 年来，

中澳双方为了取得谈判的进展都曾经历过困难、挑战

和抉择。总之，我相信中澳关系会取得更多更大的进

展和成就，我也会积极地为之努力。

在澳投资需融入当地社会

记者：您曾谈到，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取

得成功，不仅要懂得澳大利亚的法律，也要了解它的

文化和人民。为什么这么说？

孙芳安：今年 8 月，在向胡锦涛主席递交国书时，

我转达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澳方十分欢迎中国企

业到澳投资。当然，这不能成为中国在澳投资取得成

功的唯一因素，我认为，在全球市场进行投资的企业

都能明白这一点。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拥有最开放、最透明、最稳定

的外资投资环境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中国企业把在澳

投资取得成功归因于其法律体系以及得当的贸易框

架。由于中方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很满意，因

此，近几年来，中方在澳投资呈持续增长之势。从

2007 年底到 2010 年底，中国在澳投资了 500 多亿美

元，包括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一般来说，我们并

不阻止外国企业对澳大利亚任何行业进行投资，我们

采取了一些可行的方法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当

地社会。比如，在企业提交商业提案之前，对其商业

活动进行一定的审查和评估，中方企业表示这有助于

他们更好地达到既定目标。了解澳大利亚的法律法

规，了解投资的利润以及作为企业承担的义务，这是

获得成功的关键。

除了应该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外，外国投资者可

通过有效地融入澳大利亚社区和当地人民，了解澳大

利亚文化来确保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有一些外国

公司，包括中国公司，都参与了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计划，支持当地社区的发展，包括赞助足球队，支持当

地救生组织，资助社会事务，落实环境友好倡议等等。

愿为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而努力

记者：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的印象？在这几个月的

时间里，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孙芳安：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澳

大利亚驻华大使，尤其是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个时

期。中国人民勤劳刻苦、勇于拼搏的精神广为人知。

和 1987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相比，这 24 年来，中国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值得为此

自豪。

从职业角度来看，使我感触颇多的是中澳两国关

系的深度和广度。中澳两国在音乐、民间艺术、体育

运动、商贸、教育、学生交流等领域的关系都十分密

切。去年，澳大利亚接受了 12.6 万名中国留学生，前

往澳大利亚观光的中国游客达到 50 多万人次，而这些

数字仍在稳步上升。

中澳两国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密，双方都十分重视

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我的任期里，我将致力于推动中

澳两国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明年将是中澳两国建交

40 周年，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陈育明提出，我们应共

同推进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并很乐于为之努力。

记者：如您所说，中澳两国文化交流十分丰富，这

种文化上的交流对两国的关系有何作用？中澳两国

如何更好地合作与交流？

孙芳安：文化交流是澳大利亚和中国广泛的双边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澳有一个文化协议，我们会

定期续签这个协议。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是公共外

交不可缺少的部分。教育、文化使我们紧密相连，现

代和传统的文化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去年，澳大利亚政府联合中国文化部推出了双边

文化年计划。去年，中国举办了“澳大利亚文化年”，

今年，“中国文化年”将在澳大利亚举办。最近，我在

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中国美术馆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

展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开幕的消息。澳大利亚的

计划是通过电视和网络在中国各地区举行 200 多项文

化活动，让数百万人都能参与其中。

中澳人民交往密切，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些活

动中来。我们有一些华裔澳籍的艺术家举办的艺术

展，他们从中国传统的元素中获得创作灵感，同时，现

代化的澳大利亚使他们得以用新的方式进行创作。

接下来的 6 个月，我们将继续安排文化交流活

动。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澳洲作家周”、“出版业论

坛”、“中澳电影业论坛”等。同时，在文化产业里，我

们将继续促进双边商业机会。当然，目前最重要的事

情是明年的中澳建交 40 周年庆典，我们将举办一系列

引人入胜的丰富的文化活动。

中澳跨越障碍再启自贸区谈判中澳跨越障碍再启自贸区谈判
始于 2005 年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一波

三折，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新

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表示，目前，中澳双方正在筹备第 17

轮谈判，这轮谈判将于 11 月下旬在北京举行。

不过，来自澳大利亚内部的声音却异常嘈杂。澳大利亚反对

党领导人阿博特近日在接受澳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联盟党赢得

下届大选，将把与日本的自贸协定谈判置于先于中国的位置，因

为日本是一个与澳相同的“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要“更容易

些”；而与中国的自贸协定会是“问题多多”，因为还存在“中国在

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等问题。

一时间，“与日本自贸协定谈判优先于中国”的言论持续发酵，引

起了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的指责，她认为阿博特是“民粹主义者”。

澳贸易部长艾默森也批评阿博特这一做法将“毁掉”中澳关系。

据中方统计，2010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达 880.92 亿

美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

目的地、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外资市场；

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

第十四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七大出口市场。

澳大利亚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给澳大利亚带来的

利益。澳大利亚商会主席大卫·奥森认为，中国的崛起给澳大利

亚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益处。而在美国信用评级遭到下调后，全

球经济经历动荡，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更是纷纷表示，

中国对澳大利亚资源具有浓厚兴趣，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拯救”

澳大利亚经济。

但是，本应是促进中澳两国经贸关系要务之一的双边自由

贸易区谈判，却被一拖再拖难以落实，6 年多过去了，谈判依然

在棉粮糖油等问题上僵持不下。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芮捷

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对中澳自贸协定谈判表示了担

忧，认为无论是谈判内容还是外部环境都使目前的谈判存在一

定的困难。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中澳两国

需摒弃一些陈旧思想，站在全球大的平台上来看中澳关系的发

展。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也呼吁发达国家以一

种更为豁达的态度接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希望澳方

多听取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和合作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帮助完

善两国间经贸互助合作关系。

记者了解到，吉拉德曾在上月底宣布重新审视与亚洲关系，

其中，特别提到将对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益处和风险，以及亚洲

崛起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被编

撰成《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拟于 2012 年中期发表。

澳商界欢迎吉拉德的“亚洲新战略”，而且，一些在中国的澳

商界领袖批评政府此时才着手制订“亚洲白皮书”是“迟到的”，

称澳大利亚在中国的企业受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排挤”，并

援引芮捷锐的话说，“现实是其他国家都在涌向中国，我们曾经

领先，现在却没有跟上别人的步伐”。

实际上，受中铝注资力拓失败、力拓间谍案、澳大利亚向热

比娅发出签证等问题的影响，2009 年，中澳两国关系曾经“紧张”

过一段时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澳两国的相互投资也异常

活跃，特别是中国这些年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出现了井喷式发展。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也出现了对中国和平崛起感到焦

虑和不安的舆论。今年 4 月底吉拉德访华期间的一份澳大利

亚民意调查显示，75%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良好的经

济增长对澳大利亚有利，但同时也有将近 2/3 的

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利益会受到中国影响

力扩大的损害。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