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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贸协定对浙江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分析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胡朝麟 

【摘 要】浙江与澳大利亚经贸往来密切，经济互补性较强，中澳自贸协定的签订将有力推动浙澳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等领域的发展，而且不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冲击。建议浙江抢抓机遇，多领域多举措加强与澳经贸

合作，充分获取自贸协定带来的巨大红利。 

【关键词】中澳自贸协定；浙江；影响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中国与澳大利亚宣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书，预计 2015 年将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贸

协定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协定的签署将对浙江经济与贸易带来哪些影响？浙江应如何抓住机遇？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而

深入的分析。 

一、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内容 

2005 年 4 月份，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开始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双方经过近 10 年之久，22 轮谈判之后终于实质

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签署了意向书，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共 10 多个领域，包含了电

子商务、政府采购等“21 世纪经贸议题”。 

主要内容包括： 

1. 关税政策更加优惠。根据协定，澳承诺对中国所有产品关税最终均降为零，中国对澳绝大多数产品关税最终降为零。澳

对华出口的包括铝土矿、炼焦煤、动力煤等能源和资源产品关税将在 2年内得到免除，牛奶、酒类产品在 4 年内有望实现零关

税。此外，还包括园艺产品、海产品等累计占澳出口额 93% 的货物都将在 2019年前削减关税至零。 

2. 投资领域更加开放。在投资领域，双方在协定生效日起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审查门槛，增加企

业投资的市场准入机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中国大幅放宽对澳行业准入，其中包括医疗保健、法律和老年护理等多达 40个服

务业领域。澳将对来自中国的私营企业投资的外资审查门槛金额从 2.48 亿澳元提升到与澳洲其他自贸协定等同的 10.78 亿澳

元。 

3. 经贸交流更加便利。中国将在悉尼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给予澳银行机构 5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

并同意将澳储备银行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调增至 100 亿元人民币，这将有利于中澳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 

币进行跨境交易，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澳方将采取措施，简化中国公民签证手续，鼓励人员往来和文化、教育交流。 

二、浙澳双方经济与贸易情况 

浙江与澳大利亚双方经济互补性极强，贸易关系密切，但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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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澳经济互补性极强 

澳大利亚是后起的发达经济体，2013 年 GDP 全球排名第 12。澳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农牧业、采矿业为其传统产业，是世

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矿产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服务业占比达到 70%以上，商务服务、医疗和社区服务、金融保险、旅游和教

育等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不发达，占 GDP 的比重仅为 6.7%（2013 年），大部分工业制成品依赖进口。浙江是工业强省，工业占 

GDP 比重达 40%以上，商品种类繁多，仅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商品就近 32 万种 。从进出口贸易结构来看，浙澳双方贸易互补性

极强，浙江出口与澳进口，以及浙江进口与澳出口商品结构相近，浙江出口占比前 20 大类商品中有 13类是澳进口前 20 大商

品，浙江进口前 20 大商品中有 10 类是澳出口前 20 大商品。澳矿产、能源和资源性农产品可以满足浙江经济发展的需要，

浙江质优价廉、品类齐全的制成品符合澳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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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澳双边贸易关系密切 

浙澳贸易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近十年，浙对澳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近 10倍，年均增长 27.1%，其中，浙对澳出口年

均增长 20.5%，占澳进口比重提升了 1.1个百分点；进口增长尤为快速，年均增长 39.2%，占浙江进口比重提升了 5.3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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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占澳出口比重也提升了近 2个百分点。2013年浙澳双边贸易总额为 109.8 亿美元 ，同 比 增 长 17.9%，高于浙江全省平

均增速 10.4个百分点。其中，浙江对澳出口 50.1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2.0%，排在所有出口市场第 13 位；自澳进口 59.7 亿

美元，占进口总额 6.9% ，为浙江第 5 大进口来源地。从浙澳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浙对澳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服装、家具、

纺织品、塑料、鞋类、灯具等；自澳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砂、羊毛、煤、铜、牛皮、废金属、铜矿砂等。 

 

 

（三）浙澳投资合作有待加强 

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但浙澳双方投资合作还有待加强。近 5 年来，澳对浙直接投资规模逐年下降，

在浙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45% 的形势下，浙对澳直接投资规模未见明显增长。2013 年，澳对浙投资项目 17个，实际外资 2425 

万美元，占浙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比重仅为 0.2%；浙对澳直接投资额为 1934 万美元，占浙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仅为 0.8%。

但浙澳投资合作也有较多的成功案例，如 ：2009 年吉利汽车以 4740 万澳洲元全资收购澳全球领先的变速箱生产研发企业 DSI 

公司的主要业务资产，填补了自主品牌汽车在高档自动变速器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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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澳自贸协定对浙江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分析 

基于对中澳自贸协定主要内容和浙澳双方经贸特点的分析，预计自贸协定对浙江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浙澳货物贸易增长潜力巨大 

中澳自贸协定签订后的几年内，绝大部分中澳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关税下降后，浙江纺织、服装、机电、玩具和运动

器材等产品在澳市场上竞争力将大幅提升，同时，澳第一大出口产品和浙江第一大进口产品“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也将大幅

受益。根据以往自贸协定签订后的贸易增势来看，优惠的关税政策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如图 1 所示 ，自贸区启动前 ，浙江对东盟出口增速与全省增速接近，进口增速要明显

低于全省增速；自贸区启动 4 年来，浙江对东盟进出口增速要大幅高于全省增速，其中出口增长了 1.5倍，年均增长 25.8% ，

高于全省增速 8.8 个百分点，进口增长了 1.6 倍，年均增长 27.4%，高于全省增速 15.1 个百分点。由此看来，中澳自贸协定

预计将推动浙澳贸易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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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澳服务贸易有望深度发展 

除商品贸易外，中澳自贸协定还涉及 40 多个服务业和专业技术领域，包括教育、旅游、法律服务、信息科技产业、金融

服务、医疗行业、城市规划、工程建筑以及管理咨询行业都将进入中国广阔的市场。根据协定，中澳将进一步促进学生之间的

流动性以及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澳新增 77 家可以接受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教育机构；澳医疗卫生和老年人护理行业

将获准在中国开展该领域业务；澳将对中国简化签证审批流程，方便中国公民赴澳出游、工作和学习。浙澳服务贸易合作前景

广阔，浙江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出国旅游和留学教育服务贸易规模领先于全国，中澳自贸协定必将推动旅游、教育等传统服务

贸易继续快速增长，同时，法律服务、信息科技产业、金融服务、医疗行业等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合作也有望得到拓展。 

（三）不会产生明显的产业冲击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一直是中澳自贸协定谈判的核心。澳方地域广阔，生态保护

较好，农产品竞争力具有先天优势，而食品安全一直是国内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巨大阴影。中国此次对与澳方签署的协议涉及农

业领域内容主要包括：9年内逐渐取消澳乳业关税，4 年内逐渐取消澳婴儿配方奶粉的 15%关税；9 年内逐渐取消澳牛肉牛羊养 

殖行业 12%~25% 关税；4年内逐渐取消澳红酒 14%-30%的关税；4 年内逐渐取消澳海鲜关税等。因此，进口自澳大利亚的牛肉、

乳制品、羊毛这类农产品可能对中国农业产生巨大冲击。对浙江而言，农业在地方经济的比重较低，畜牧养殖业也不发达，唯

一可能产生冲击的行业为海洋渔业，但海鲜产品对运输条件要求较高，预计进口主要为高端产品，规模有限。因此，中澳自贸

协定中产业准入的放开预计将不会对浙江的产业产生明显冲击。 

（四）浙澳投资合作步伐有望加快 

中澳自贸协定将推动双方投资领域的开放，浙江与澳大利亚投资合作上有望加强。一方面，根据协议，澳对于来自中国的

私营企业投资的外资审查门槛将放宽到与澳洲其他自贸协定等同的 10亿澳元（约合 53.9 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投资额在 10 

亿澳元以内的项目将不必接受审核。澳对私有资本的投资审查门槛的降低将推动浙江充裕的民间资本对澳投资。另一方面，中

国大幅放宽对澳行业准入，其中包括医疗保健、法律和老年护理等多达 40个服务业领域，浙江强大的市场潜力和消费能力，将

吸引澳服务业外资进入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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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面对经济新常态，中澳自贸协定将给浙江贸易与投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建议浙江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抢抓机遇，加强

与澳经济合作，分享中澳自贸协定带来的巨大红利。 

1. 加强展会拓市场。展会是最主要、最直接、最有效的开拓国际市场方式，建议充分利用展会推动浙江对澳出口。制定展

会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参加澳纺织服装、机电等浙江与澳互补产业相关展会。加强市场调研，借鉴大阪展、越南展等自办海外

展经验，加快研究举办“浙江出口商品（澳大利亚）交易会”的可行性。加强与商务部联系，研讨浙江承办“中澳博览会”的

可行性，搭建中国与澳贸易投资合作交流平台。 

2. 打造澳进口商品集散平台。加强对澳贸易进口，将浙江打造成为澳进口产品全国集散中心。利用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

所、新华浙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平台，加强矿石、羊毛等大宗原材料进口。利用杭州、宁波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平台和其他进

口商品展销中心，打造若干个面向全国的澳洲牛肉、羊肉、海鲜、牛奶、红酒等销售平台。 

3. 推动浙江民资赴澳投资。充分利用自贸协定中澳对中国私营企业投资审查放宽这一优惠政策，推动浙江省充裕的民营资

本对澳投资。澳矿产资源丰富，矿砂也是浙江进口比重最大的产品，要鼓励企业加大对澳矿产资源合作开发的力度。不断完善

浙江对澳投资服务，加强与澳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联系，共同组织对澳投资洽谈会。尽快研究设立澳大利亚浙江中心的可行

性，加强与澳浙江商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的联系，为企业对澳投资提供商务信息和中介服务。支持企业赴澳建设境外营销网络，

为深入开拓澳大利亚市场提供渠道。 

4. 加强与澳服务业交流及合作。服务业是澳的优势产业，要进一步深化与澳教育、法律、信息科技、金融、医疗、城市规

划、工程建筑以及管理咨询等服务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合作教学、合作医疗，引进澳法律、金融、城市规划等方面

的高端人才，购买专业服务。加强对澳优质服务业企业的引进，重点引进西农、伍尔沃斯、西太平洋银行等世界 500 强企业以

及在法律、医疗、养老、城市规划、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领域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通过引资为浙江企业和居民提供中高端专

业服务和推动浙江服务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