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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开启第二个 10 年之际，澳大利

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于7月12日

至 18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此访是阿尔巴尼斯成功连任总

理以来首次访华，正值中澳关

系在两国领导人引领和双方共

同努力下持续改善发展的关键

节点。双方期待以此访为契

机，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因应

地区和全球形势发展变化，共

同拓宽中澳务实合作之路。

过去三年间，中澳关系稳

定下来、实现转圜，并取得积极

成果，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

总理三度会晤，两国总理成功

互访。正是在两国领导人的战

略引领下，中澳各领域对话交

流机制纷纷重启，务实合作走

深走实，人文交流持续向好。

两国间日益频密的往返货轮与

航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澳方展台的繁忙景象、两国人

民在旅游和网络空间的友好互

动等，都是中澳关系回暖的生

动体现。事实证明，中澳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

得到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澳关系，

致力于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向前发展。发展对华友好

关系已在澳大利亚汇聚起多方

共识，反映出社会各界期待。

当前，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开启第二个 10 年，迎来又一重

要发展阶段。中国大力推进高

质量发展，澳致力于提升生产

力。从两国发展的重点方向出

发，聚焦共同利益，拓宽合作途

径，将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地区和

全球发展稳定注入正能量。

中澳经济具有互补性。中

国已连续16年成为澳大利亚最

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

来源地。澳大利亚有着丰富的

矿产资源，农产品享有盛誉，在

科技创新方面也有一定积累。

中国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

市场，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充足

的 创 新 人 才 、丰 富 的 应 用 场

景。双方加强合作，可以将互

补优势转化为两国共同发展的

强健趋势。数据显示，2022 至

2023 财年，对华贸易使澳平均

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 2600 澳

元，为澳创造59.56万个就业机

会，占澳就业总数的 4.2%。阿

尔巴尼斯日前在谈到此次访华

时说：“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

贸易伙伴，我们25%的出口流向

中国。这意味着就业，而我的

政府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就业。”

十年前中澳签署的自贸协

定，为两国经贸合作的蓬勃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站在历史

新起点，双方应以更开放姿态、

更严格标准对中澳自贸协定进

行评估审核，不断夯实农业、矿

产等传统领域合作基础，积极

拓展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绿色

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

作增长点，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再上新台阶。澳商业理事会首

席执行官布莱克认为，对华关

系是“与我们国家的成功深度

相关的伙伴关系”。澳商界在

此访行程中将探讨“与我们最

大的经济伙伴建设更牢固的关

系，特别是在资源、能源和服务

领域”。

中澳民间友好根基深厚，

人 员 往 来 频 繁 ，人 文 联 系 密

切。中国长期是澳最大国际留

学生来源国和最大海外游客来

源国，目前在澳有一百多万华

侨华人，两国现有100多对友好

省州、姐妹城市。双方应进一

步深化地方、文化、教育、旅游

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两国青

少年交流，厚植中澳关系的民

意基础，共同书写更多两国民

心相通的动人篇章。

中澳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

家。在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之际，双方可以在

国际和地区议题上凝聚共识，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

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加强

协作，共同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捍卫国际规则秩序，为动荡的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

性。

推动中澳关系稳中有进正

当其时。中澳之间没有根本利

益冲突，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中澳

关系就一定能够发展好。双方

携手努力，加强高层引领，增进

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聚焦

共同利益，将推动中澳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既能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促进地

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

荣。 据新华社电

不接受“贸易不公平说”
特朗普在信函中声称美国

与巴西的贸易关系“非常不公
平”，但巴西专家和媒体都注意
到，美国在对巴西贸易中实际上
享有顺差。

卢拉批评特朗普的指责失
实，指出2024年美国在对巴西贸
易中约有 70 亿美元顺差，过去
15年中美国对巴西的货物和服
务贸易顺差总额约为4100亿美
元，“要征税也该是我们对美国
征税”。

据巴西通讯社11日报道，
包括议会、商业组织、劳工组织、
媒体以及社会运动组织在内，巴
西各界连日来持续批评特朗普
政府的关税威胁。巴西全国工
业联合会主席里卡多·阿尔班

说：“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美国
如此大幅提高巴西产品关税的
合理性。”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
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说，从巴
美双边贸易数据看，特朗普政府
的说法“站不住脚”，所谓美巴贸
易关系“远非互惠”更像是故意
挑衅。

专家认为，从双边贸易角度
来看，巴西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
度相对较低也给了卢拉政府“说
不”的底气。卢拉10日接受巴西
媒体采访时说：“巴美贸易只占巴
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并
不是说没有美国我们就活不了。”

不容忍干涉内政
特朗普在关税信函中要求巴

西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

调查。国际舆论认为，特朗普政
府通过加征关税等对巴西政府施
压，有干涉巴西内政的意图。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分析说，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经
济实力影响巴西内政，继而实现
美方政治利益。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周志
伟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巴西的最
新举动并非仅仅出于经济考量，
而是有着其政治动因。卢拉政
府近来的对美表态引发了特朗
普政府不满。

专家认为，干涉内政是侵犯
他国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法接
受。美国官员此前对欧洲极右
翼政党表示支持，也遭到欧洲国
家强烈反对。美国乔治敦大学
教授马克·布施说，美国利用关
税政策对其他国家国内司法程

序施加压力，极具争议。
卢拉政府一向主张独立自

主，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干涉
行为。卢拉在社交媒体发表声
明说，巴西是主权国家，不受任
何人控制，国家机构的独立性不
容侵犯。

不屈服于美国霸权
专家认为，美国视拉美为自

家“后院”，历史上曾对拉美奉行
“门罗主义”，现在对拉美国家也
屡屡挥舞“大棒”、强行施加美方
意志。

巴西政府和民众显然不可
接受美国霸权横行拉美的噩梦
重现。巴西 ABC 联邦大学国际
关系学教授瓦尔特·波马尔说，
特朗普政府此次施压巴西是

“典型的帝国主义行为”。卡瓦

略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巴西发
起“贸易战”，可以视为试探卢
拉政府是选择顺从美国还是坚
定维护本国利益，“卢拉无疑选
择了后者”。

面对美国霸道和霸凌，大量
巴西网友在特朗普的个人社交
媒体账号下留言，批评其关税政
策，支持巴西主权。还有网友在
卢拉宣示巴西“不会接受任何人
控制”的帖子下留言表示支持。
在近日多地游行示威中，不少巴
西人高喊反对美国关税霸凌的
口号。

巴西联邦众议员吉列尔梅·
博洛斯对媒体说：“这是一场反
对特朗普关税政策、保卫巴西人
民的行动。巴西属于巴西人民，
我们不会对美国低声下气。”

据新华社电

韩国媒体13日报道，该国近
期持续遭遇热浪，白菜、西瓜、萝
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个
西瓜均价逼近 3 万韩元（约合
156元人民币）。韩国政府推出
一系列稳物价措施，并向市场投
放储备白菜。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
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
日，韩国一个西瓜平均零售价为
29115韩元（151元人民币），较
前一周上涨 22.5%，较去年同期
上涨36.5%，较过去5年均价高出
38.5%。

零售行业人士预计，由于酷
暑天气推高西瓜需求量，并且6
月光照不足导致长势缓慢，西瓜
价格恐将进一步上涨。去年 8
月，韩国同样遭遇热浪，一个西
瓜零售价一度涨至 3.1 万韩元
（161元人民币）。

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白菜价
格也呈上涨势头，一棵白菜平均
零售价为4309韩元（22.4元人民
币），较一周前上涨27.4%。按韩
国媒体说法，白菜作为使用最广
泛的泡菜原料，其价格不仅直接
影响生活成本，还会在其他方面
产生连锁反应。

去年，受夏季高温和暴雨等
因素影响，韩国白菜批发价一度
飙升至每棵8900韩元（46.3元人
民币），被媒体称为“金菜”。为
防止“金菜”危机再度上演，韩国
政府已向市场投放3.55万吨储
备白菜。

除西瓜和白菜，萝卜、桃子、
鸡蛋、鸡肉等价格涨幅也较高。
对此，韩国政府推出发放消费
券、向农户提供抗高温保产量技
术指导等措施，以期稳定物价。

据新华社电

巴西为何对特朗普强硬说“不”
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给了卢拉政府底气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致巴西总统卢拉的信函，称将自8月1日起对从巴西进口的商
品征收50%的关税，同时要求巴西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巴西政府及总统卢拉都强硬发声批
驳特朗普，并表示将“对等回应”美国。

巴西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巴西加征关税等行为无理无据，体现出美国对拉美一贯的霸道和霸凌。
无论是从卢拉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现行政策，还是从美国“门罗主义”给巴西带来的历史伤痛来看，卢拉政
府均无法容忍美方行为。

让中澳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新华时评

一个西瓜均价逼近3万韩元
韩国高温致农产品价格暴涨

7月12日，一支搜救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瓜达卢普河中开展搜
寻工作。得州克尔县官员说，目前，来自得州等约20个州和多个联
邦机构的逾2000人仍在洪灾地区继续搜救。 新华社 图

美国得州美国得州：：救灾搜寻工作继续救灾搜寻工作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