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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经贸合作的回顾与建议
魏嵩寿　许梅恋　●　361005　厦门,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

一、中澳经贸合作的简要回顾及存在问题

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来说, 加强合作既是保证亚太地区良好发展的要求,又是亚太地区发

展趋势所必然导致的结果。APEC 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将会使包括中国和

澳大利亚在内的成员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商业往来早在 18世纪就已在民间进行。1941年,澳大利亚与当时中国

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澳大利亚正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了与台湾

的外交关系, 在这之前在政治上受到美国对华冷战政策的影响,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了两国的

贸易往来。1950年, 中澳贸易额仅有 462万美元〔1〕。1972年双边贸易额也仅 8655万美元。当

年,由于世界对中国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加上国内贸易压力及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建议,澳大

利亚政府才主动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政治关系进入较为友好、发展的阶段。政治关系

的改善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1973年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1978年中国实

行改革开放, 澳大利亚也从 80年代初加快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共同促使两国经济、技术联系进

一步扩大。1981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1984年双边贸易额从

1973年的 2. 16亿美元增加到 11. 83亿美元, 增加了约 4. 5倍,科技文化领域也进一步加强合

作。1986年两国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联合委员会以协调经济关系。可是到了 1989年,由于意识

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亚又开始冷却对华关系,致使两国贸易额随之下降。进入 90年代

后,随着 APEC的成立及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中国潜在的广大市场逐步现实化, 显示了在亚

太地区及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 西方国家遂把经济利益作为国家

利益的首要内容, 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在此大背景下,政治、

意识形态的差异退居其次。澳大利亚又重新估量同中国的关系,强调经济伙伴关系是整个中澳

关系的基石。中国重视同澳大利亚的友好关系。这样,中澳两国的经贸合作又有明显回升。1992

年中国批准澳商在华投资项目 358个,几乎为过去 10多年澳在华投资项目总数的 2倍。1993

年双边贸易额为 30. 09亿美元, 比 1992年上升了 29% ,批准澳商在华直接投资项目 769 个。

1994年贸易额为39. 4亿美元, 在华新设投资项目 527个, 协议金额 8. 49亿美元。1997年中国

是澳大利亚第五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外贸、外资、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

1997年中澳双边贸易额已达 53. 03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澳出口 20. 55亿美元, 从澳进口 32. 48

亿美元。目前中澳的贸易格局为:中国出口服装、机电产品、纺织品、塑料制品、玩具、电视机、箱

包、自行车等,进口谷物、羊毛、氧化铝、食糖、煤、钢材、铝、原棉等原料性产品。投资方面,截至

1997年底,中国累计批准澳商在华投资项目 3011个, 澳方协议投资额约 45. 1亿美元, 实际投

入 12. 7亿美元。投资主要分布在农业、建材、纺织、电子等领域。从 1978—1997年底,中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在澳设立的各种贸易性机构和生产性企业已达 155 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近4亿美元。贷款合作方面,自 1988年3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中澳关于双向互惠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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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优惠贷款的谅解备忘录》以来,两国在贷款方面的合作也是卓有成效的。截至 1997年底,

中国利用澳政府混合贷款已经生效的项目累计 80多个, 协议总金额 5. 89亿美元,主要用于邮

电通讯、农林、原材料、环保等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部门。遗憾的是澳政府于 1996年宣布停止向

中国提供优惠贷款。1996/ 97、1997/ 98两年度中,澳只为部分老项目提供了贷款。1998/ 99年

度预算中已无贷款资金,中澳贷款合作停滞下来。技术合作方面, 1981年两国签署的中澳技术

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促进了两国的技术合作。截至 1997年底, 中国利用澳援助已完成项目

62个,正在执行项目 27个,澳方投入资金 3. 2亿澳元, 合作领域包括农业、林业、牧业、能源、

矿产、交通、纺织、建材和教育等。

但是对比两国各自在双边、多边贸易中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中澳两国的经贸合作

现状与两国的经济实力、在亚太地区中的战略关系和相互依赖程度还是不相称的。1996年,中

澳贸易额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 4% ,而日中贸易额占 17. 1%, 韩国占 5. 8% ,台湾占 6. 9%,

整个A PEC占 54%。中澳贸易也远不及澳与日、美、东盟的贸易。因此两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加

强经贸合作。不过,中澳两国在经贸合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妨碍了两国经贸合作

进一步发展, 主要有:

( 1)两国对贸易不平衡有不同看法。中国认为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的不利地位,从 1950—

1997年期间,除 1972年稍有顺差外,各年都处逆差,累计额甚巨
〔1〕
。澳大利亚根据自己的统计

方法,认为多年来,尤其是从 1989—1990年度起连年出现逆差〔2〕。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应本着友好协商,共同研究, 逐步加以改善, 这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是有益的。

( 2)双方的贸易习惯不同,宣传不够。如澳大利亚的产品较少在中国国内市场作广告,很多

中国消费者对其不熟悉,难以迅速接受。而中国客户对澳大利亚的市场习惯、政策法规以及市

场需求发展变化等也缺乏了解。

( 3)澳大利亚客商认为中国投资环境不够好,如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不健全,客

户缺乏法制观念, 人治多于法治,与国际惯例接轨较差,办事手续繁杂等,使得澳大利亚客商的

投资收益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为此而

作出的努力是真诚和富有成效的。自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

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如基础设施建设、各种法规的出台、投资审批手续的简化等。当然,投资

环境的完善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且市场的收益是在竞争中获得的。

( 4)澳大利亚的反倾销作法。由于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服装、纺织、鞋类等占了较

大部分,而澳大利亚这些产业又受到较高程度的保护,因此中国的这类产品容易受到反倾销。

以前澳大利亚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 在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一概采取

“替代国”做法,加剧了反倾销作法的不公平性。这种反倾销行为对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是极为

不利的。现在,澳大利亚虽已不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时采用个

案处理的办法,但并未完全排除使用“替代国”做法的可能性。其实中澳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差异

是个客观事实, 若澳大利亚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滥用反倾销手段,则对中澳两国经贸合作的

进一步发展是有害的。

( 5)意识形态差异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从 70年代初期和 1989年之

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及相应的中澳贸易的变动状况中看出来。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这

些问题已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澳大利亚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种趋势,但似乎仍不能完

全将意识形态的因素排除出经贸合作之外。如果是这样, 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两国的经

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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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中澳经贸合作的几点建议

虽然中澳经贸合作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两国经贸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若能以更加务实

的态度,正视两国经贸合作的巨大利益, 一起积极解决上述问题,对中澳两国的经济发展是十

分有益的。因此, 我们认为双方均应从自身方面多做努力,以顺利、有效地扩大双边贸易,为此

提出如下建议:

( 1)双方以更加务实的态度, 重视中澳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近30年中

澳经贸关系的发展看, 只要采取务实的态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双方经贸合作, 不受或少受一时

的非经济因素波动的影响, “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 就能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 2)要促进区域内多边关系发展,更应注重发展直接的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已深深融为

一体的世界里, 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若政治上不能真诚友好相处,两国的经贸合

作也难有很好发展。如能在政治上互相谅解,增进友好, 则扩大经贸合作不仅能给双方带来经

济利益,更能团结对方,共同促进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互助,提高双方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多

边关系中的合作固然重要, 但双边直接交往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它有利于直接协商解决存在

的问题,更好地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

( 3)充分利用互补性,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应加强信息交流,了解对方市场所需、政策

走向,使经贸合作更有针对性,符合双方的需要。如中国 90年代初提出“以市场换技术”,而澳

大利亚在电讯、导航、环保、交通控制、港口建设、粮食储存加工等方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优势,因此在这些领域合作大有可为。

( 4)联手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高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中澳均对亚

太地区的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如近期亚洲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坚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

定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于中国来说,

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亚太地区的繁荣对两国而言确实具有重

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翁东玲)

注释:

〔1〕本文中澳贸易额数字均来自《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1998 年)。

〔2〕《澳大利亚官方年鉴 1974 年》澳大利亚统计署、堪培拉 1975 年版及其它来自澳国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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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8〕Foreign A ffairs May / June 1998, P18。

〔2〕《商业周刊》1997. 11. 17。

〔3〕《美国大观》1997. 7. 第 13页。

〔4〕、〔10〕参见张宇燕《“奇迹”还是“常规”——评持续增长 7 年的美国经济》, 《国际经济评论》1998. 9—

10。

〔5〕Economic Repor t o f the President( 1995. 1996. 1997)。

〔6〕《商业周刊》1997. 3. 31。

〔7〕、〔9〕佟福全《评美国“新经济”》, 《国际经济评论》199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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