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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千团出海·澳新 详细报道见第3版

风雨兼程四十载 扬帆远航谱新篇 详细报道见第4版

悉尼当地时间 4 月 14 日 14 时
50分，随着一架来自中国的航班降
落在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一
次中国企业链接澳新市场的旅程就
这样开始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
员们在走出机舱的那一刻，一洗疲
惫，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大洋洲这片
广阔的土地道一声“你好”。

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澳
大利亚、新西兰，是中国贸促会“千

团出海”行动的一次生动实践。“千
团出海”行动是中国贸促会帮助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中外企业务
实合作的具体举措。今年年初以
来，中国贸促会已经组织多批次中
国经贸代表团出海访问，为众多中
外企业互利合作牵线搭桥，取得多
项成果。

这次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行程同样安排得
满满当当，拜访会见、出席活动、合
作签约、考察市场，一系列活动让中
澳、中新工商界人士深化了友谊、凝
聚了共识、实现了对接，让中澳、中
新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主旋律更为

响亮。
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虽远

隔重洋，北半球的暮春与南半球的
深秋虽风光不同，工商界人士却有
着同样高涨的互利合作热情。这次
澳新之行是中澳、中新工商界人士
之间的一场富有诚意的对话、一次
务实高效的考察、一份链接未来的
合约。

一场富有诚意的对话

“感谢您精彩的英文发言，感谢
您分享了很多关于中国国际供应链
促进博览会的新信息。”“感谢您能
用英文演讲。”……

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新西
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活动
致辞、会见政商学界人士时，都使
用了英文。这一细节所传递的真
诚的信号被澳新工商界人士敏锐
地捕捉到。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对新西兰、
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10周年，也
是中新、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10 周年。中国贸促会组织大规
模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澳新，广
泛开展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将
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工商
界经贸联系与务实合作。

任鸿斌重点向澳新各界人士介

绍中国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
关情况，就中澳、中新工商界凝聚合
作共识，在新兴领域拓展合作深入
交换意见。

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分别在
澳新举办了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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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西
兰商务理事会会议暨第二届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新西兰路演两
场重大活动，这两场活动分别都有
200余人参加。与会代表们在会场
上畅所欲言，气氛友好热烈，机遇、
合作等词汇频繁出现。

“澳中在经贸领域已经并将继
续发生‘化学反应’，两国企业界就
像从未走远的伙伴一样，未来双方
合作将更为强劲，势头不可逆转。”
被称为“澳中贸易协定之父”的澳大
利亚前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罗
布认为，在新冠疫情远离、澳中关系
回暖之际，澳中工商界都有着再续
合作的急切愿望。

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会长、中
国银行悉尼分行行长任立表示，中
澳经济的高度互补是两国经贸合作
的重要基础，也是两国企业开展国
际合作的内在需求。

（下转第3版）

中国企业家链接澳新之旅——

满怀诚意谈合作 漂洋过海拓市场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张凡

本报讯 美国当地时间 2024 年 4
月 17 日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办 公 室
（USTR）针对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
业存在的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发起
301调查，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近日
针对该调查发表谈话。

上述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事、
物流和造船业企业根据市场发展需
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参与市场竞
争，助力全球贸易发展，为全球供应链
的稳定安全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美
方此次以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
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性行为、政策和做
法”为由发起 301调查无理无据，美国
造船业的衰退与中国的法律、政策和

做法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美国相关
研究报告也已表明美国海事、物流和
造船业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其自身产业
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代表
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
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立即停止301调查
错误做法，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制中来，并倡导各国工商界携
手合作创新、致力互利共赢，共同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还
将组织行业企业进行法律抗辩，会同
相关上下游企业参加美方听证会，切
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贸促会）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草木
丰茂。新西兰贸易部长托德·麦克
莱到访中国，就推进中新经贸关
系、加强区域及多双边领域合作等
话题与中方人士展开交流。

而此时的奥克兰秋意盎然，由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率领的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在离开澳大利亚
之后，到访新西兰。

两次访问俨然春与秋的对话，

宛如硕果与希望的相遇。
在 4 月 19 日于奥克兰举行的

中国—新西兰商务理事会会议暨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新西兰路演活动现场，中新工商
界人士叙友谊、谈合作、谋未来，就
如何深化贸易合作、拓展投资合
作、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
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展开热烈的
讨论，大家对加强中新经贸界进一

步合作充满期待。

叙友谊

中新建交 50 多年来，互利合
作是双边关系的主旋律，经贸合
作是中新关系不断前行的重要推
动力。

“中国贸促会是中国最大的贸
易投资产业促进机构，与新西兰工
商界交往源远流长、成效显著。早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们就与新
西兰有关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贸
易促进活动、签订商标注册互惠协
议，在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方面发挥
了独特作用。”中国贸促会会长任
鸿斌说，10 年前，中国贸促会与新
中贸易协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建立双边商务理事会合作机制，助
力两国企业互利共赢合作。

（下转第3版）

经贸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前行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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