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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贸协定 ：共促亚太融合发展
财政部关税司

氧化铝、煤炭、天然气等资源能源产品

以及羊毛、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向澳

大利亚主要出口机电设备、纺织品、服

装等工业制成品。过去十年间，中澳双

边 贸 易 保 持 稳 定、快 速 发 展。2011—

2013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分别达到 1164

亿、1222 亿、1360 亿 美 元，年 均 增 长

8.2%。其中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年均

增长 9.4%。

2004 年起，中澳两国启动了自由

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研究结论认为，

“（可能的）自贸区……鼓励更大的贸易

与投资流动，加强双边经济合作 ；建立

更大的市场，通过更激烈的竞争、更大

的经济规模来提高生产力 ；通过消除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更全面地经济互

补 ；促进区域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提供

一个更紧密经济合作的框架。”

2005 年 4 月，中国—澳大利亚自贸

协定谈判正式启动。然而，谈判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澳方在谈判中坚持要求中

方开放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市场，但

澳大利亚在农业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优势和产业优势，相比之下我国

农产品的竞争力较低，向澳开放大宗农

产品市场将对我国农业造成很大冲击，

因此我国将粮棉油糖例外作为“红线”。

此外，要求澳大利亚调整其国有企业投

资审查制度，以便为我国企业赴澳投资

提供优惠待遇。为此，双方谈判一直徘

徊 不 前，并 于 2009 年、2012 年 两 次 陷

入停顿。

2013 年底，澳大利亚阿博特政府上

台后，提出上任一年内结束中澳自贸协定

谈判并竭力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

别于 2013 年 10 月和 2014 年 4 月两次会

见阿博特总理，双方领导人重申加快推

进谈判的共识。2014 年中澳两国还分别

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

些因素为推动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提供了

良好的政治契机。

2014 年 6 月，中 澳 双 方 举 行 部 长

级经济联委会，经过中方艰苦谈判，澳

2015 年 6 月 17 日，中 澳 自 贸 协 定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正式签署。中澳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澳自贸协定的签

署将为两国实现优势互补和密切互利合

作，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完善的制度保

障，也将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

程，促进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深度融合

和共同发展。

基本情况和谈判历程回顾

澳大利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人

口仅 2300 万，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是典

型的资源型和外向型经济国家，也是经

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以及

我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为 3.1%，其

中农产品平均税率 1.4%，工业品平均税

率 3.4%。能源、矿业和农业是澳大利亚

的传统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中

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

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国从

澳大利亚主要进口铁铜镍等金属矿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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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确在一定条件下放弃对我国粮棉

油糖的要价，不再触及中方与国计民

生相关的大宗农产品“红线”，同时澳

方要求在其他产品上获得与中国—新

西兰自贸协定的相同待遇，其核心关

注是澳方具有竞争优势的牛羊肉、乳

制品、动物皮革、葡萄酒等农副产品。

至此，中方坚持多年的红线最终得到

双方的确认，货物贸易谈判突破了最

大障碍。

2014 年 8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澳自贸

区关税谈判方案，并报经国务院批准。

谈判方案的总体思路是与中国—新西兰

自贸协定的出价水平保持大体相当，并

根据澳大利亚产业特点，在具体商品的

降税安排上与对新西兰出价相比“有优、

有同、有次”。

此后双方谈判稳步推进，节奏明显

加快。特别是在 2014 年 10—11 月的最

后阶段，双方举行了连续密集的磋商，

分歧逐步缩小。最终在亚太经合组织

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与澳

方就各领域实质性条款达成一致。2014

年 11 月 17 日， 习近平主席在对澳进行

国事访问期间，与阿博特总理共同确认

并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贸协定谈判。

2015 年 2 月 5 日，双方完成全部谈判成

果核对确认，并进行了协定草签。2015

年 6 月 17 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罗布分

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澳自贸

协定。

协定主要内容

中澳自贸协定主要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领域，实现了

高水平、利益平衡和互利共赢的目标。

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澳自贸协定是

迄今为止我国签署的关税自由化水平最

高的协定之一。双方货物贸易中的绝大

多数产品都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澳方将

有 91.6% 的税目（占澳自我国进口总额

的 85%）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

其余税目将分别在 3 年和 5 年内实现零

关税。而同样在 2014 年达成的澳日、澳

韩自贸协定中，澳方部分税目的降税期

最长达到 8 年。

中方将有 29.2% 的税目（占我国自

澳进口总额的 85.4%）在协定生效时立

即实现零关税，95% 的税目将在 5 年内

实现零关税，一些敏感商品（牛羊肉，

乳制品，部分葡萄酒、水果、动物生皮、

动物杂碎，液晶面板，数字电视，部分

小客车等）的降税期延长至 6—15 年不

等。最终中方实现零关税的税目比例为

96.8%，贸易额占我国自澳进口总额的

95% 以上。粮棉油糖以及油菜籽等产品

不参加关税减让。

中方将为自澳方进口的羊毛产品增

设零关税国别配额，同时保持羊毛全球

配额管理体制不变。

此外，为更加有效地保护我国相对

弱势的农业部门，中澳自贸协定设立了

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在整个降税期以

及降税结束后的一定年份内，中方可对

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全脂奶粉采取

以进口量为触发机制的特殊保障措施。

在上述特殊保障措施实施的最后一年，

中澳自贸协定货物贸易委员会将对有关

产品的进口对中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

情况进行审议，特殊保障措施可在一定

条件下继续延长。

在服务贸易领域，澳方将以负面清

单形式对中方开放，给予中方全面最惠

国待遇 ；给予中方工程技术人员赴澳工

作便利机制，以及一定数量的特色职业

入境配额和假日工作签证等。中方将以

正面清单形式向澳方开放，给予澳方部

分领域最惠国待遇，并同意未来以负面

清单形式开展并尽快完成服务贸易谈

判。在投资领域，双方将相互给予投资

最惠国待遇。双方还就规则、知识产权、

竞争合作等领域达成具体标准，作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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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排。

中澳自贸协定的重要意义

中澳自贸协定历经十年艰苦谈判终

于达成，成为我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签署的首个高水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

是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

也是当前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倡导者

之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首先将以

相互降税为主要方式大力促进双方货物

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在服务、投资等领

域达成广泛共识，实现中澳双边经贸关

系的深入发展，为推动本地区的全面开

放奠定坚实基础，充分展示了我国进一

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信心，为

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迈出坚实步伐。

中澳自贸协定的核心章节是货物贸

易，核心内容是关税的削减与取消。建

立中澳自贸区，中澳双方将逐步降低至

于取消几乎全部对方商品的关税，一方

面将增强双方经贸联系，有利于我国资

源能源进口渠道的稳定 ；另一方面，我

国纺织服装、机电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可

获得与澳大利亚其他自由贸易伙伴（如

美国、韩国、日本等）产品的同等待遇，

避免贸易转移，有利于我国这些产品对

澳稳定出口。这对保持我国进出口稳定

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都将发

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营

造和谐稳定、合作共赢的地区政治、经

济、外交环境，为我国的长期稳定发展

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正进入攻

坚期和深水区，中澳自贸协定将成为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具体实践。以此为

契机，我国将进一步适应国际通行的贸

易投资规则，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创

造更加便利、透明和公平的贸易投资环

境，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

促进国内相关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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