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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历史 感受激动

“我们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非常的
激动。”杨东东和卞军作为为数不多的在
澳华商代表在现场见证了签约的历史性时
刻。“这个谈判持续了整整 10年，难度很

大，不过，
最终的协定

开放程度也非
常高。”接受本报

采访时，杨东东和
卞 军 刚 从 签 约 现
场回到悉尼。

中澳自 2005
年开始自贸谈

判 。 10 年
来

，谈判遭遇了种种困难。分析指出，澳大
利亚政局变化是影响谈判的重要因素之
一。2007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中澳自贸谈
判陷入停滞。2013年，自由党—国家党赢得
选举，总理阿博特将完成与主要贸易伙伴
达成自贸协定确定为优先事项，中澳自贸
区谈判由此才进入快车道。

此外，澳方希望为农产品、服务业进
入中国市场争取更好条件；而中方提出中
国在澳投资的审查门槛应降至与美国、新
西兰等同等水平，即 10 亿澳元以下投资
无需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十年磨一剑！”在澳大利亚从商25年的
桑鸿说，“如今，双方都放下身段、放低门槛，
中澳之间贸易关系越发密切，这是双赢。”

2014年 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澳，中澳双方宣布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2015年6月17日，中澳正式签署自
贸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

额 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
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

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最终实
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
占比将达到100%。

机遇在前 摩拳擦掌

“自贸协定签署后，我觉
得，最大的赢家是消费者和商

家。”卞军说。减免关税、价格降低，消
费者自然喜笑颜开。对商家而言，也是机
会多多。

“我们还没从现场回来，就有做水果
生意的华商朋友打电话问我，协定什么时
候生效。”杨东东笑谈华商朋友的跃跃欲
试与兴奋激动。

每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自贸协定带来
的种种机遇。从事红酒生意的饶祝杰6年前
进入中国市场，他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自
贸协定签署后，人们心理上就会觉得澳大利
亚的红酒价格会低下来，兴趣应该就会大一
些。前几年，中国和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之
后，去找新西兰酒庄合作的人就明显多了起
来。我相信，我们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关税降了，代购会不会遭遇困境？从事
保健品出口和批发的卞军就是当地做得比
较成功的代购批发商，他非常乐观：“我认
为正面影响要比负面影响大得多。我觉得，
自贸协定会加快澳大利亚产品进入中国的
速度。而且，产品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除了保健品、奶粉等，很多其他澳洲特产前
景也不错，比如食品、化妆品、雪地靴等。”

挑战并存 前景广阔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在澳华人在热
情拥抱中澳自贸协定的同时，也有不少冷
思考。

ABC环球集团总裁袁祖文就想到了一
系列的问题。比如，签证问题。根据自贸协
定，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将为年龄在年满 18
但未满 31岁，满足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或已
成功完成至少两年的大学本科学习等相关
条件的中国青年提供 5000 个假日工作签
证（462签证）的名额，持有该签证者可以在
访澳期间进行短期工作的同时，接受不超
过4个月的学习或培训。“这些签证的条件
之一是‘需要中国政府推荐’。那么推荐谁？
不推荐谁？标准如何？该签证会不会沦为

‘腐败签证’或者‘特权者签证’？”袁祖文还
提到，“澳大利亚开放了10年旅游签证，其
他签证的含金量会不会打折扣？纯移民咨
询类公司的业务量会不会萎缩？”

此外，自贸协定签署后，澳大利亚相
对规范的酒店业、金融业、保险业及其他
服务业将大举进入中国，会不会对中国的
相关行业有一定冲击？这也是许多人在认
真思考的问题。

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
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也是中国海
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2014年，中澳两
国贸易往来高达 1600 亿美元。同时，澳
大利亚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
口市场和第七大进口来源地。随着自贸协
定的签署，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会越来越
紧密，而华商则拥有了一片可以大有作为
的广阔天地。

10年“长跑”之后，中澳迎来“历史性的

一天”：双方正式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在

澳华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不仅感受到见证历

史的激动，也在好消息中看到了各种发展机

遇。于是，他们各个摩拳擦掌，期待着在这片

更广阔的天地中大有作为。

华人的业余活动丰富多彩，但娱乐的同时想要
健脑益智，棋牌类游戏恐怕再合适不过。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日前，由“华府湖北同乡会
与华盛顿华人经济联盟”主办的华人扑克牌拖拉机大
奖赛圆满落幕。本着以牌会友、放松身心的原则，在过
去的一年里，当地华人组织了牌聚并反复练习；参赛
过程中，他们斗智斗勇，令赛程跌宕起伏。

朋友来了打几局牌，除了开发智力还能作为体
力运动之外的调节与平衡，何乐而不为？作为另一
种牌类游戏，桥牌近日在南非华人中掀起热潮，据
了解，仅约翰内斯堡就有约 10家桥牌俱乐部。作为
职业牌手的毛卫东已经打了 20 多年桥牌。在他看
来，桥牌使人逻辑思维缜密，做事有条不紊，善于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小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是
华人父母的共识，不仅自己勤于练习，毛先生还热
衷于培养自己的孩子参与桥牌活动。

弘扬象棋国粹，传承象棋文化也是华人孜孜以
求的爱好乃至事业。在纽约曼哈坦华埠哥伦布公
园，每日聚集着不少象棋爱好者。在这里，你能看
到谨慎行棋、落棋不悔、你来我往、斗智斗勇，随
着一场场对决轮番上演，精彩的博弈令人叹为观
止。移民来美 40多年的吴先生说，每天来看棋是一
件开心的事，棋友们聊起中国象棋也总是津津乐道。

除了国粹，华人还能熟练“玩”转西洋棋。日
前，由美国西洋棋协会主办的“2015 全美高中国际
西洋棋锦标赛”在俄亥俄州举行。华裔高中生孙艾
伦以精湛棋艺击败所有选手赢得冠军。他表示，能
与来自全美各高中的选手对弈颇具挑战。而据美国
西洋棋协会透露，双重棋是一种二对二的双人快棋
赛，除了要有出色的西洋棋棋艺外，更需要思路敏
捷、反应迅速和充分默契。可见华人棋艺之高。

棋牌游戏作为华人的休闲活动之一，集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还能陶冶情操，培养友谊。当
然，笔者在此也要提醒海外华人，在娱乐的同时注
意禁忌：时间不宜过长。切不可通宵达旦、废寝忘
食而损害身心健康。

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效应（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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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海 内 外 侨 讯海 内 外 侨 讯

中新网马鞍山 6月 18日电 （仕学龙、张
强） 近日，由深圳市委、市侨办、市侨联率领
的“侨企西部行”考察团抵达安徽，开启以

“行走皖南路、体验徽文化”为主题的“深圳侨
商安徽行”活动。

按照考察日程安排，代表团在16日至22日
分别赴合肥、马鞍山、芜湖、黄山等地参观考
察，再续“侨侨牵手、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深圳侨商安徽行”活动开启“深圳侨商安徽行”活动开启

中新社多伦多6月16日电 （记者徐长安）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联合主办的“文化中国·九州狂响”大型歌舞文
艺晚会，将于6月29日在多伦多举行专场演出。

“文化中国”是国侨办为了满足华侨华人精
神需求、传播中华文化所努力培育的侨务文化
品牌。在当地时间 16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共邀请 30多位顶级艺术家前来多伦多演出，将
以歌、舞、器乐表演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曲
目，慰问侨胞，并与多伦多本地侨胞充分互
动，展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样式。

“文化中国·九州狂响”将奏响

6月 18日，来自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的50名华裔青少年在重庆师范
大学学习书法和茶艺。50名来自印
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华裔青少年于本
月 15 日来到重庆参加“2015 中国
文化行——重庆巴渝营”夏令营活
动，他们将在这为期 12 天的时间
里，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舞蹈、武
术、书法、茶艺等文化课程，还将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和綦江
版画。图为华裔青少年向同学展示
自己所学的茶艺技艺。

周 毅摄 （中新社发）

50名华裔青少年
重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5050名华名华裔青少年裔青少年
重庆学习重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玩转益智游戏
华人乐在 棋 中

梁 子

“此次中国政府扩大‘绿卡’申请范
围，对我及周围有志回国创业的人来说，
是个利好消息。”供职于英国苏格兰皇家
银行的华人肖盛近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绿
卡”新政，希望能帮助家人与朋友。

中国公安部近日正式宣布扩大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 （中国“绿卡”） 外国人工作
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
等7类中国企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
条件的外籍华人将有望获得中国“绿
卡”。对此，不少海外华人表示，此举促
进了中国与国际的接轨，但同时他们也期
盼未来政策面能覆盖更多普通华人。

肖盛因工作关系近年来华频次明显增
多，但家人却很少来华省亲。他在接受采
访时反映，中国签证申请手续繁琐，办理
时间长，有效期短，“绿卡”更是难以申
请，这一问题始终影响着家人的来华热
情。

“希望未来的签证更简便，让大家一
次办理，终身免办，让越来越多的外籍华
人及其家属想来中国只要买张机票就可以
了。”肖盛希望中国“绿卡”的申请范围
未来可以继续扩大，惠及更多普通华人。

美籍华人银行家咏岗并不属于此次
“绿卡”放宽申请的范围，但由于在华有
创业项目，他平均每月都要往返中美一
次，对“绿卡”需求迫切。他发现，海外
华人其实是外籍公民中欲拿中国“绿卡”
的主要群体。

咏岗告诉记者，对一个外籍华人来

说，在中国境内创业，若没有“绿卡”就
必须要签证。不少人都有一年多次往返的
签证，但单次停留不得超过 90 天，到期
后必须出境一趟，无形中影响了创业者的

创业效率。
对他来说，政策的利好面在于工作许

可。“在华创业少不了去政府部门办材
料，由于外籍身份，办理过程中多有不

便。而出差买火车票、住酒店等都要经历
一个相当长的办手续时间。”

咏岗直言，华人来中国投资，一旦有
了“绿卡”，就有了身份证明，平时的生
活会方便很多，而这次利好政策就是中国
政府智慧引流、人才引流所展现出的诚
意。

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季奕鸿常
年关注海外侨胞群体的权益及中国政策的
走向，他在为中国政府放宽“绿卡”申请
范围“叫好”的同时，也期待政策覆盖面
的扩大。

他介绍，“绿卡”是颁发给外籍公民
的永久居留许可证，中国推行该政策近12
年，但“绿卡”持有者凤毛麟角。虽然此
次扩大了外国人在华“绿卡”申请的范
围，但多为上层人士，而从事低端行业的
外国人或小额创业的华人群体仍与“绿
卡”绝缘。

中国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也曾表
示，中国“绿卡”政策最急迫要解决的问
题，是打通工作签证转换为“绿卡”的通
道。

对此，季奕鸿建议，中国可考虑将
“绿卡”申请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曾拥有
中国国籍的外籍华人，拥有临时居留，并
在中国连续定居 5 年到 7 年以上的外国人
等。

“同时建议增加有关申请者应该在国
外和中国均无犯罪记录，有良好的行为记
录，并要求融入中国社会的条文，以确保
法律完善。”季奕鸿说。

华华人喜迎人喜迎
““绿卡绿卡””新政新政

中新社记者 陶煌蟒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主办、北京华文学院承办的 2015年“华文教
育·教师研习”印尼班开班典礼今日在北京华文
学院举行，来自印尼8个省区的170多名华文教
师参加此次培训。

据主办方介绍，华文学院将为不同组别的
教师量身打造课程，并邀请到北京四中、育新
中学、中关村一小、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等重点中小学及幼儿园的专家进行授课。授课
内容涵盖最新的教学理论、实用的教学技巧、
多媒体课件制作、幼儿及青少年心理特点等多
个方面，并为老师们开设茶艺、剪纸、书法等
中华才艺课程。 （龚欣怡）

“华文教育·教师研习”印尼班
在京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