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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随中国贸促会企业家代表
团访问澳大利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
澳大利亚企业家的友好和热情，加深
了对澳大利亚市场和商业环境的了
解，并且通过与当地商界领袖的直接
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利用双方优势，
共同建设供应链网络，让我们圆通更
好地服务于两国人民和企业。”圆通
速递副总裁周宏枢对跟随中国贸促

会组织的中国经贸代表团
到访澳大利亚感

受颇深。

在周宏枢看来，工商界在中澳
经贸合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企业不仅是推动双边贸易和投
资的主体，还是技术和创新传播的
桥梁。工商界的积极参与可以帮助
塑造更加开放和互利的商业环境，
同时也能促进两国间的直接经济联
系和文化交流。

近年来，圆通一直以“中国联世
界、世界联世界”为目标，搭建国际、
国内一体化、一站式的服
务和网络运营体系，以全球
化视野和格局，建设全球综合
物流网络，始终沿着“一带一

路”“走出去”，跟随跨境电商“走出
去”，联合华人华企“走出去”，探索国
内国际一体化协同发展之路。作为
跨境电商重要区域，澳大利亚是圆通
快递出海最成功的“样板间”之一。

据介绍，圆通已进入澳大利亚市
场8年。目前，圆通国际在悉尼、墨
尔本设有直营转运中心，并在澳大利
亚核心城市开通自营派送业务；中澳
跨境包裹搭乘直飞航班，由圆通一站

式负责报关、转运、分拣、派送等工
作，最快3天即可完成投递，全程配
送时效稳居市场头部。去年，刚开通
的圆通中澳电商专线跨境电商包裹
迅猛增长，时效和服务品质均位居市
场前列。此外，圆通国际还联合澳大
利亚知名连锁药店、超市及快递店，
围绕澳大利亚市场主要华人聚集区
开设了超过50个快递站点，以解决
本地快递收寄最后一公里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对中澳两国在
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的
前景持乐观态度，坚信两国能够增强
合作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文化交
流以及人员往来。”周宏枢说，澳大利
亚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经
济规模，与中国的制造业和庞大市
场完美结合。中澳两国经济高度互
补、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圆通也期待
通过在澳大利亚的进一步发展，分享
其在数字化物流和智能化供应链管

理方面的经验和创新能力，助力双边
贸易和经济合作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圆通国际
物流网络，拓展更多国际合作渠道，
整合更多的资源，为两国经济的长
远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周宏枢
表示，今年是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10 周年，圆通将利用这一
重要时刻，加强与澳大利亚工商界
的紧密合作，共同探索更多促进双
边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共谋新发展
机遇。

电子商务实现绿色发展将会成
为一种趋势。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
十分迅猛，拥有一批进入世界 500
强的电子商务企业。近年来，无论
是中国政府层面还是电子商务企

业，都十分重视绿色发展，并在绿色
物流、绿色仓储、绿色供应链、绿色
消费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一定的经
验。这些经验可供澳大利亚发展电
子商务过程中借鉴。

2023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
额约为 3330亿美元，中澳双边农产
品贸易额达到139亿美元，同比增长
8%，创下历史新高。这反映出中国
市场和消费者对来自澳大利亚产品

的认可和旺盛的需求。这说明，中澳
农产品贸易是中澳双边经贸关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目前，中国仍
有非常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为澳企
未来开拓中国市场提供广阔的空间。

农业产业链比较长，涉及农
业的各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在种
植、养殖、生产、包装、运输的过程
中产生能量的消耗和碳的排放。
我们围绕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进
行 布 局 ，从 而 减 少 碳 气 体 的 排
放。减碳和可持续发展不是一家

企业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联合上
下游的企业共同努力，来持续改
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目
前，我们与 40 多家企业形成了零
碳联盟，通过上下游企业通力合
作，来整体降低商业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1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庆祝和
纪念的时刻。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
个伟大的国家相互合作的机会众
多，两国的合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么重要。中国在绿色转型、电子商

务、物流发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
列。我认为，全球电子商务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和保证供应链的稳定
畅通都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能让全球贸
易更加高效。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

是我们公司与中国合作的重点方
向。我刚刚去了中国访问，与许多
中国同行进行了交流，并发现中国
的电商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许多电商公司的库房已经实现
了无人化、自动化。我建议澳大利

亚商界的朋友们花点时间到中国去
看一看，与中国同行们交流，这将
对供应链合作带来好处。特别是在
全球供应链面临挑战的当下，我们
要认识到，中国和澳大利亚保持良
好的关系非常重要。

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与中国有
长期的合作，公司 90%的产品出口
到中国。无论是 20 多年前发展的
铁矿石业务还是现在和中国进行
绿色能源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很
好的成果。减排对于我们十分重

要，我们也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
共同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共
同推进低碳减排。这是因为可再
生能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
创新的引擎，中国不仅经济总量非
常大，而且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走

在世界的前列。我们也在减排方
面取得了相关的成果和经验，使用
的都是已经验证的新技术，应用在
炼铁、太阳能电池、绿氢等领域。
最重要的是，我们让这些技术在
商业方面也能够行之有效，而且

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目前，我们
和中国宝武集团等公司都展开了
合作，在钢铁制造方面取得了些
许成绩。未来希望中澳企业在减
排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共同走向
繁荣。

目前全球新能源朝着绿色化、
智能化、资本化、集成化方面转
型。澳大利亚在技术研究、投资开
发等环节有明显的优势。中国作
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规划、设计、施工、建
造、装备制造和运营环节有着明显
的优势，也具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
间。中国能建愿加强与澳方的全
面合作。一是聚焦氢能合作，中国
能建围绕着氢能开展了前端的技
术研究，有较多的项目经验和全产

业链优势。二是聚焦储能合作，中
国能建愿与澳工程投资企业、机构
全面合作探索业务。三是加强技
术研发和第三方的市场合作，发挥
各自的人才技术优势，在推动清洁
能源技术共享和创新合作、提升教
育培训和人才交流、共建信息共享
平台和透明机制等方面采取更多
务实举措，为中澳能源企业的合作
注入新的动力，并联合开发第三方
市场，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
好支撑。

编者按
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在能源、矿产、农业、教育、旅游等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的良好关系。随着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率领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访澳大利

亚，并出席中国—澳大利亚商务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澳大利亚路演活动，200余名中澳工商界人士有缘共聚一堂，就挖掘市场新机会、探
索合作新领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在这里，我们搜集整理了部分与会人士的观点分享给读者，以期为今后的中澳经贸合作提供参考与助力。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张凡

当前中国经济稳健前行，2023
年GDP同比增长5.2%，贡献了全球
三分之一的增长。今年前两个月，中
国经济迎来了开门红，货物进出口总
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制造业投

资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7%、5.5%、
9.4%，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经济回升向
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
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也为中澳关系发展带来更多
机遇。我们愿同澳方巩固和深化能
矿、农业、教育、旅游等传统领域合
作，拓展气候变化、电动汽车、人工智
能、健康产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大
家抓住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把握澳
洲经济发展势头，在贸易投资领域深
化合作，让经贸继续成为中澳关系最
重要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中澳双方拥有无限的合作机
遇。例如，在低碳减排领域，中澳
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特别需要双
方的私营企业积极参与进来。再

比如说农业合作，虽然此前澳大利
亚农民在中国投资者是否会拥有
更多澳大利亚农场这一问题上存
在一些争议，但总体而言，农民们

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
中方应该是财务投资者而不是专
业的农场主，所以他们希望中方
的投资更多 集中于技术、资本、设

备等农民们所缺乏的要素。目
前，双方所需要做的就是推动双
边形成合作机制或者法规，推动
双方诉求的实现。

中澳经济结构高度互补，两
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中国
已连续 15 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
大贸易伙伴，既是澳第一大出口
目 的 地 ，也 是 第 一 大 进 口 来 源
国。 2023 年，新增 635 家澳大利

亚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同比增
长 40.2%，中澳货物贸易额达 2292
亿美元，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
额也再创新高，成熟的双边经贸
关系支撑了澳大利亚国内约 57
万个就业岗位。澳大利亚优质农

产品走进中国家庭，丰富了中国
消费者的选择。这一切都离不开
两国工商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希
望两国工商界充分发挥中澳自
由贸易协定潜能，利用好 RCEP
实施契机，继续推进能矿、农业、

旅游等传统领域务实合作，拓展
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和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维护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促进
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发展。

中澳经贸合作的基础是两国
经济高度互补和两国企业开展国
际合作的内在需求，两国企业不
仅在能源、矿产、农业、教育和旅
游等传统领域不断深化合作，而
且在气候变化，电动汽车、人工智

能、健康医疗、绿色环保、数字经
济等新兴行业也进一步扩大合
作。在中澳经贸发展的大格局
中，在澳中资企业作为一支重要
力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连
接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个资源，

为当地经济贡献税收，增加就业，
促进产业升级，加强环境保护，推
动文化交流，担当社会责任，为澳
大利亚经济社会和中澳经贸关系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澳大利亚中
国总商会努力发挥平台作用，建

立与澳各界的广泛联系，加强与
澳大利亚各类商协会的合作；努
力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澳之间
的对话与交流，加强双边经贸联
系，助力中澳企业沟通互动、务实
合作。

听，这是中澳工商界合作共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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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 李丽娜：

访澳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圆通速递副总裁周宏枢：

期待与澳大利亚工商界开展更紧密合作
■ 本报记者 王曼

Team Global Express总裁 克里斯蒂娜·霍尔盖特（Christine Hol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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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创新与技术研发总监 奥利维尔（JP Oli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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