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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金融工作組第一會 商討監管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羅洪嘯北

京報道：中歐金融工作組第一次
會議3月18至19日在北京舉行。雙
方金融管理部門分別介紹了中歐
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形勢以及金
融監管框架，討論了金融機構展
業和監管要求、銀行、保險和融
資租賃機構的市場准入、反洗錢
合作以及其他金融監管合作議
題。

此外雙方還就資本市場建
設、可持續金融、跨境數據傳輸

與跨境支付、中央對手方等效認
證等議題進行了交流。雙方還召
開了中歐金融機構圓桌會。會
上，中歐雙方金融管理部門聽取
了有關金融機構關於合作重點領
域的建議和相關市場准入訴求，
並約定就上述問題保持溝通。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負責人周
宇20日在國新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
例行吹風會上透露，從去年開始，
央行作為中方的牽頭部門，美國財
政部和歐盟委員會金融穩定、金融

服務和資本市場聯盟總司作為美方
和歐方的牽頭部門，成立了中美金
融工作組和中歐金融工作組，央行
還和金磚國家、周邊一些亞洲國家
建立了類似的合作和交流機制。這
些機制不僅加強了金融管理部門之
間在宏觀經濟、貨幣政策、金融穩
定等方面的政策溝通，對宏觀經濟
政策制定方面起到一些幫助的作
用，還能使雙方能夠幫助金融機構
解決具體問題，使他們在彼此的市
場更好地開展業務。

2023年以來 55萬外籍人員來華享免簽
【大公報訊】記者羅洪嘯北京報道：在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
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後，
20日國新辦召開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來
自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央行和國家移民管
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對外開放新舉措。國家
發展改革委秘書長伍浩在會上表示， 「從未
來趨勢看，中國吸引外商投資優勢顯著、空
間廣闊。」 伍浩透露，《行動方案》將出台
新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繼續減少外資准入
限制，並在外資企業非常關心的醫療、增值
電信等領域開展准入試點。同時，將支持更
多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開展銀行保險、債券

基金等領域業務。
國家移民管理局外國人管理司負責人賈

同斌在吹風會上表示，2023年以來，國家移
民管理局先後出台20餘項政策措施，不斷吸
引促進外籍人員來華，逐步放寬申辦口岸簽
證條件，在更多對外開放口岸開展口岸簽證
業務，目前已辦理95萬餘人次，簽發量已恢
復至疫情前水平，累計55萬來華交流合作、
商務洽談的外籍人員享受免簽過境；同時積
極為國際商務人員提供簽證便利，持續優化
移民出入境政務服務，相關政策措施有力促
進外籍商務人員往來，穩定來華發展預期，
助力營造一流營商環境和外商投資環境。

當地時間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堪培
拉與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見面，並與澳洲外長黃英賢舉行第

七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王毅表示，在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下，
中澳關係遇到的障礙逐一得到克服，懸案正在妥善予以解決。中澳
關係既然已經回到正軌，明確了前進方向，雙方就應堅定向前走，
不猶豫、不徬徨、不開倒車，攜手開創兩國關係更加光明的未來。
中方願同澳方一道，進一步密切高層交往，恢復兩國間對話機制，
深化各領域互利合作，本着相互尊重態度管控和超越分歧，共同推
動構建更加成熟穩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王
毅向阿爾巴尼斯轉達中國領導人的親
切問候。王毅表示，在兩國領導人戰
略引領下，中澳關係遇到的障礙逐一
得到克服，懸案正在妥善予以解決，
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也
為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注入新的動
力。澳現任工黨政府執政後，中澳關
係實現了第二次重要轉變，這完全符
合澳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
也完全符合當前時代發展的潮流。歷
史將會證明這一決斷是正確的。

相互尊重 管控和超越分歧
王毅說，中澳關係既然已經回

到正軌，明確了前進方向，雙方就
應堅定向前走，不猶豫、不徬徨、
不開倒車，攜手開創兩國關係更加
光明的未來。中方願同澳方一道，
以習近平主席成功對澳進行國事訪問
10周年和中澳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10周年為契機，進一步密切高層交
往，恢復兩國間對話機制，深化各領
域互利合作，本着相互尊重態度管控
和超越分歧，共同推動構建更加成熟
穩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

阿爾巴尼斯表示，澳方欣慰地看
到，近兩年來，澳中關係重回正確的
方向，貿易投資和民間往來重現活
躍，不斷釋放出積極信號並取得重要
突破。澳方高度評價中國取得的發展
和脫貧成就，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
往，深化各領域互利合作。澳中關係
不應由差異和分歧來定義，應盡可能
尋找雙方利益共同點。阿爾巴尼斯強
調，澳方一直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
是澳兩黨共識，將繼續予以堅持。

同日，王毅在與澳洲外長黃英賢

舉行第七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時表
示，這已是我們第六次見面。每見一
次，雙方互信就增加一分，中澳關係
就前進一步。我們應在迄今雙邊關係
良好勢頭基礎上， 「攜手合作創未
來」 ，以更加積極作為的姿態，共同
構建更加成熟穩定、更加富有成果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互補優勢 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王毅說，過去10年中澳關係的跌

宕起伏，既給我們留下需要汲取的教
訓，也積累了值得珍惜的經驗。最根
本的是堅持相互尊重，最關鍵的是堅
持求同存異。最重要的是堅持互利共
贏，最寶貴的是堅持獨立自主。中澳
關係既然走在正確軌道上，就要不猶
豫，不偏航，不走回頭路。既然明確
了前進方向，就要爭取走得穩、走得
好、走得遠。這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
利益，也是地區國家的普遍期待。

王毅表示，中方願同澳方進一步
籌備好兩國的高層交往，全面重啟並
利用好各領域建立的磋商對話機制，
充分發揮互補優勢，深入挖掘新能
源、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應對氣候
變化等領域合作潛力，不斷做大共同
利益的蛋糕。希望澳方採取切實措施
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平競爭規則，
為中國企業在澳投資經營提供公平、
公正、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黃
英賢表示，澳方很高興看到兩國關係
近年來取得長足進展，願同中方在相
互尊重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話溝
通，明智管控分歧，發揮互補優勢，
不斷深化經貿、人文等領域合作，推
動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穩定發展，
造福兩國人民，促進地區和平與發
展。

中澳關係已回正軌 不開倒車向前走
王毅晤澳洲總理 強調攜手開創兩國更加光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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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工商界座談：歡迎多到中國看一看
當地時間3月

20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堪培拉
同澳洲工商、戰略等各界人士座談。
王毅表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增長，是世界穩定因素的增強，

是發展機遇的擴大。中國奉行互利共
贏的開放戰略，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
越大，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營商環境，積極參加應對氣變國
際合作，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
供新機遇。

王毅說，中澳關係是全方位、多
領域的，雙方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
歧，兩國應當做夥伴而不是對手。中
澳關係既然已走上改善的軌道，就應
該大踏步向前邁進，建設更加穩定成
熟、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地區國
家。歡迎大家多到中國走一走、看一
看，多介紹中澳交往的真實見聞，促
進兩國民眾友好交流，擴大雙方互利
合作，為中澳關係發展貢獻力量。

澳方與會人員表示，澳工商、戰
略等各界歡迎澳中關係改善，支持澳
中深化經貿、金融、教育、衞生、科
研、法律等領域對話合作，妥善處理
分歧，積極探索綠色發展、科技創新
等合作新機遇，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
全球性挑戰，推動澳中關係不斷發
展，以澳中關係的穩定性增加世界的
確定性。

新華社

澳紅酒商在港囤貨 只等通往內地大門打開
針對澳洲人士

稱，中國將很快取消
對澳洲葡萄酒徵收的反傾銷關稅，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本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一段時間以來，中澳通過對話協
商妥善解決彼此關切，共同推動兩國關係
出現改善發展勢頭。

中國商務部2020年7月初
收到中國酒業協會的申請後，
於同年8月18日進行立案調
查，最終裁定原產於澳洲的進
口相關葡萄酒存在傾銷，對原
產於澳洲的進口裝入2升及以
下容器的葡萄酒徵收116.2%
到218.4%的反傾銷稅。在徵
收反傾銷稅後，內地酒商進口
澳洲葡萄酒成本提高，市場份
額也快速下滑。有澳媒去年發

文稱，由於出口中國受阻以及全球消費下
降，澳洲葡萄酒業正面臨28億瓶庫存的嚴
重滯銷。

中國商務部在2023年10月就澳方宣
布已與中方就解決有關葡萄酒等世貿爭端
案達成共識表示，中方願與澳方一道，繼

續通過對話協商，相向而行，共同推動雙
邊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據德國之聲電台網站上月報道，行業
數據和貿易數據顯示，澳洲葡萄酒製造商
近來已向香港運送數百萬瓶葡萄酒，期望
中國將很快取消對澳洲葡萄酒徵收的關

稅。貿易數據顯示，2023年12
月澳洲葡萄酒製造商向香港發送
近250萬升葡萄酒，高於近年來
每月約68.5萬升發貨數量。
DMG Fine Wine的首席執行官
威廉．董（音）表示，該公司在
港囤積10個集裝箱的葡萄酒，
大部分將專供中國內地市場：
「我們希望通往中國內地的大門
打開，一切都能順利進入……我
們正做好一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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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堪培拉同澳洲工商、戰略等各界人
士座談。 新華社

中澳關係發展經驗

友好交流

▲在澳洲悉尼開幕的2024年阿里巴巴澳新電商博覽會，吸引了中國、澳
洲等國家的超過100家企業與機構參展。 新華社

最根本的是堅持相互尊重

最關鍵的是堅持求同存異

最重要的是堅持互利共贏

最寶貴的是堅持獨立自主

▲當地時間3月20日，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左）在堪培拉會見到訪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新華社

妥解分歧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