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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澳大利亚凭借瞬郁亚洲的地球优势
,

积极发展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贫关系
。

在

澳大利亚的外贫伙伴中
,

台湾和韩 国 占有重要的地位
。

澳大利亚以 其丰害的 自然资源
、

高科技产品

以及大 1 的资金来换取台海和纬 国较康价的制成品
。

其结果
,

台湾和韩国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和 90 年代前半期澳大利亚发展录快的外贫市场
。

在资金互 流方面
,

80 年代晚期前资金 i 澳大利 亚

向台湾和韩国的单向流动
。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

资金互流 已成为澳大利亚与台烤
、

韩国经贾关系中

的一个新特点
。

位得注意的是
,

这一期间
,

澳大利 亚在与台湾
、

韩国的贾易中保持肴较高的外贫底

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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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的阻隔
,

文化传统
、

价值观念和意识

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

长期以来
,

澳大利亚对亚洲

抱有恐惧
、

不信任以及种族歧视等观念
。 【’ ]从 19 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72 年威特拉姆执政
,

澳

大利亚逐渐改变对亚洲的偏见
,

并对亚洲采取了现

实主义的态度
,

l2[ `刚盼
’ 04 )经济动机是改变这种偏见

以及其后澳政府有关政策变化的最重要的推动

力
。 [ 3 ] (巴 ’ 6 )

一 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经贸关系的发展

加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经济交往是澳大利亚与

以 日本为主导的东北亚关系的荃石
,

而澳大利亚与

日本的贸易关系自 2 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就开始启

动
,

如 19 58 年 自由党政府决定和 日本签署贸易协

定
。

这在当时反日情绪仍十分高涨的情况下是冒了

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

但为了保障澳大利亚经贸的前

途
,

澳政府就顾不上这些了
。

网月 ’ ) 双边贸易的发展

超出预期的结果
,

日本自 19 66 年就取代了联合王国

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贸国
,

自 l % 8 年东北亚超过

欧共 体成为澳大利亚 最 主 要 的 区域性 出 口 市

场
。
5[J (阶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人以及随之而来

的对进 口商品采取歧视性政策
,

大大损害了澳大利

亚商品对这一地区的出口
。

澳大利亚农产品对欧共

体的出口由于受到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而

遭损最大
。

这一过程正与联合王国 19 7 3 年加人欧

共体相伴合
。

6[] 为回应这一态势
,

澳大利亚在 70 年

代早期转向亚洲寻找外贸市场来弥补其在欧洲的损

失
。

相应地
,

1983 年澳大利亚决定向世界开放它的

市场以及 80 年代晚期的经济衰退
,

使得澳大利亚与

东北亚在经济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
。

其时
,

东北亚

的经济正处在发展的最快时期
。

在这种背景下
,

鉴

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

澳大利亚总理保

罗
·

基廷适时地推行了通过
“

融入亚洲
”

来重振经济

的主导政策
。

这一政策成为澳大利亚与韩国
、

台湾

等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往来的推动力
。

因

此
,

到了 90 年代的早期
,

澳大利亚五分之二多的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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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流向东北亚
,

澳大利亚十大贸易伙伴中的一

半也是在这一地区
。 〔7 (]四

’ )

然而
,

1997 年下半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澳

大利亚与亚洲各国的经贸往来带来不小的负面影

响
。

到 19 9 8 年
,

亚洲金融危机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影

响明显反 映出来
。

19 9 7 年澳元对美 元汇率下降

18 %
,

3 月为 0
.

8
,

12 月仅为 0
.

65
,

19 98 年 6 月更是

跌到 0
.

57
,

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

亚洲国家像日本
、

韩国等
,

金融危机所致的货币贬值
,

需求不振
,

使其

外贸进口举步维艰
,

而澳大利亚出口的 60 % 以上是

输往亚洲国家
。

s1[ 《图 由此可见
,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

响已超出地区性的范围
。

1999 年后
,

由于金融危机

的消极影响逐步地消退
,

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贸易

走出低谷呈上扬态势
。

值得一提的是
,

自 19 46 年以

来
,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贸易保持着很高的外贸顺差
。

据估算
,

19 4 6一 19 9 5 年间
,

澳大利亚经常帐项目年

均直余为 3
,

370
,

(兀旧
,

00 0 澳元
,

自 19 86 年以来经常

帐项 目年均熹余计 9 11
,

以刃
,

以刃
,

0 (刃 澳元
。

在东北

亚
,

澳大利亚与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

外贸顺差
,

与 日本更是如此
。

如
,

根据澳大利亚外交

和贸易部公布的 (1 99 6一9 7 年澳大利亚贸易结构 》

的统计
,

澳大利亚与 日本的贸易顺差达 51 亿澳元
,

与香港的贸易顺差达 22 亿澳元
,

与韩国的贸易顺差

达 46 亿澳元
,

与台湾的贸易顺差也有 10 亿澳元
。

然而
,

同一时期
,

与中国却有 6
.

21 亿澳元的贸易逆

差
,

是个例外
。 [2 1̀

~
6 ’ )

二
.

澳大利亚与台湾
、

韩国的贸易

台湾地区与韩 国自然资源严重缺乏
,

依赖资源

进口来维持自身经济的发展
,

而澳大利亚不仅资源

丰富
,

而且生产很多高技术产品
。

于是
,

澳大利亚便

为台湾
、

韩国提供自然资源
,

换取这两个贸易伙伴廉

价的制成品
。

台清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
,

台湾与澳大利亚

的经济交往呈旺发之势
,

贸易额不断攀升
,

从 19 9 0

年的 2 9 亿多美元窜升至 1997 年的 50 亿美元
,

澳大

利亚保持着 13 亿美元的顺差 (见表 l )
。

其结果
,

澳大利亚成为台湾的第七大资源进 口

国和第十三大出口市场
,

而台湾则成为澳大利亚第

五大外贸市场和第八大进 口市场
。 ;” }由于受到地区

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

19 98 年双边的贸易额下降到 45
,

亿美元
。

衰 l :
台海与澳大利亚的贸肠 (以百万典元计 )

年年份份 进 口口 出口口 总量量 余额额

lll 99())) l
,

65999 l
,

27999 2
,

93888 一 38000

11199 111 2
,

0 1888 l
,

35333 3
,

37 111 一 66444

1119 9 222 2
,

0 5 555 l
,

4 2888 3
,

4 8 333 一 62 777

1119 9 333 2
,

0 9 666 l
,

44 999 3
,

5 4 555 一 64 777

】】9 9 444 2
,

2 2 444 l
,

63 222 3
,

8 5 666 一 5 9 222

1119 9555 2
,

5 7 555 l
,

7 5 555 4
,

33000 一 8 1999

1119 9 666 2
,

斜 555 l
,

8 3666 4
,

68 111 一 l
,

00 888

11199 777 3
.

2 1777 l
,

8 7 222 5
,

08 999 一 l
,

M 444

1119 9 888 2
,

9 1 2
.

999 l
,

6 3 111 4
,

54 333 一 l
,

2 8 111

1119 9 999 2
,

9 5777 1
,

84 777 4
,

80 444 一 1
,

10444

资料来源
:
台湾

“

财政部统计局
” : 《台湾地区进出 口月

度统计 )
,

19 98 年 12 月
。

1 999 年的数据由台湾
“

经济部外

贸局
”

提供
。

根据《 1996 一97 年澳大利亚贸易结构》统计材

料
,

澳大利亚 向台湾的总出口 额达到 36 亿澳元左

右
,

其中煤炭 (占澳大利亚向台湾总出口 的 16 % )
、

机要商品 (可能为铀 )
、

原油
、

铝和羊毛是 5 种主导出

口商品
。

同期
,

澳大利亚进 口 台湾的商品价值为 25

亿澳元
,

其中计算机
、

办公设备及其零部件最多
,

占

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

澳大利亚是台湾农产品
、

奶制品以及矿产品的

主要供应商
。

1998 年澳大利亚成为台湾矿石和浓

缩物 (占台湾同类进口的 5 8% )
、

煤炭 (占 4 7% )和黄

金 (占 2 5 % )进 口 的最大卖主
。

澳大利亚是 台湾超

级企业福摩萨 ( oF

~
)塑料集团最大的工业用煤

和工 业 用盐 的供应 商
,

一 旦该集团的 第六 分厂

( N
a ph th a C ar e k e r

)竣工投产
,

它将需要更多的煤炭

用于石油化工厂和电厂
。

不久前
,

台湾发生大地震
,

澳大利亚出口商担心总额达 60 多亿澳元的商品贸

易会受到影响
。

澳大利亚与台湾的贸易中最大的单

项产品是每年价值达 50 多亿澳元的煤炭
。

台湾用

进口煤炭发展钢铁业和电力
,

钢铁集团是最大的买

主
。

此外
,

19 9 8一 1999 年度
,

台湾成了排名中国大

陆
、

意大利之后第三大羊毛进口市场
,

其进 口额达到

2 亿多澳元
。 t ’ “ l澳大利亚还是台湾进 口各种金条和

铸币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

例如
,

19 98 年 10 月台湾进

口的黄金达 45 19 吨
,

来自澳大利亚的就占 183 4 吨
,

居所有供应商之首
。 l川

韩国

20 世纪 70 年代
,

澳大利亚与韩国的双边 贸易

发展迅猛
。

到了 80 年代中期
,

韩国成为澳大利亚第

四大出口市场
,

19 96 年跃为第二大市场
。

这两个国

家的贸易总额 由 19 9 0 年的 35 亿美元上升到 199 7

一 9 7 一



年的 1 8亿美元
。

同期
,

澳大利亚的外贸顺差 由 12

亿美元上升到 36 亿美元
。

然而
,

澳大利亚对韩国的

出口受到了韩国经济动荡的冲击
。

根据澳大利亚贸

易部的资料
,

与 19% 年 7一 12 月相比
,

19 9 7 年下半

年
,

澳大利亚出 口 到韩 国的商品价值总额猛跌 9
.

6%
。 [ ” 〕但 19 97 年

,

双边贸易额仍以 81 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
,

而韩 国的贸易赤字则逾 36 亿美元 (见表

2)
。

然而
,

到了 19 9 8 年
,

韩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度下

降
,

仅为 18 亿美元
,

主要原因是韩 国从澳大利亚的

进口下降了 20 %
。

根据 ( 1996 一97 年澳大利亚贸易结构》统计
,

澳

大利亚出口到韩国的商品总额为 71 亿澳元
,

其中
,

黄金 (非金融性的 )居所有出口 商品之首
,

占 35 %
,

位居其后的是煤炭 (占 13
.

5 % )
、

机要商品 (可能是

铀 )
、

铁矿石和铝
。

同期澳大利亚从韩国进 口 了价值

达 25 亿澳元的产品
,

在这些进 口商品中
,

汽车占了

3 2%
,

其次为电讯设备 ( 占 6% )和 计算机 ( 占 5
.

6 % )
。

韩国几乎一半的铁矿石
,

40 % 的进 口焦煤
,

5 0% 的蒸汽煤以及用于室内供暖的褐色煤块
,

都从

澳大利亚进口
。

韩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肉类产品

出口市场
。

显而易见
,

在双边贸易中
,

澳大利亚处在

非常有利的地位
。

表 2 :
韩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昌 《以百万美元计 )

年年份份 进 口口 出口口 总额额 余额额

1119 8 999 2
.

2 4 333 1
,

00 555 3
,

2 4 888 一 l
,

2 3 888

11199000 2
,

5 8 999 95666 3
,

54 555 一 1
,

6 3333

11199 111 3
,

00 999 99000 3
,

99999 一 2
,

0 1999

1119 9 222 3
,

0 8555 l
,

0 9 444 4
,

1 7999 一 l
,

9 9 111

1119 9 333 3
,

34 666 l
,

18 444 4
,

53 000 一 2
,

16 222

11199 444 3
,

78 222 1
,

2 3 111 5
,

0 1 333 一 2
,

55 111

1119 9 555 4
,

89 777 l
,

56 999 5
,

4 6 666 一 3
,

3 2 888

1119 9 666 6
,

2 7 111 l
,

8 0 777 8
,

0 7 888 一 4
,

4 6 444

11199 777 5
,

89 111 2
,

2 1000 8
,

10 111 一 3
,

6 8 111

11199 888 4
,

6 1444 2
,

7 9 111 7
,

40 555 一 l
,

8 2 333

资料来源
: 1989 一 1 9 9 1 年

:

oB 吧 一 yo l C h u n g an d 从砧n

一 K u n K an g
,

p
.

2 0
.

199 2 一 199 8 年
:
韩国国家统计署

: 《韩国月度统计 )
,

19 9 9 年 7 月
。

此外
,

在过去的十年间
,

韩国的旅游市场发展很

快
。

19 97 年
,

韩国出境游客达 26 万人
。

韩国游客

占了澳大利亚国际旅游市场的 6 %
。

据估算
,

韩国

人在澳旅游期间
,

每人花 费近 2 0 0 0 澳元
。

在 19 97

年 10 月金融危机爆发前
,

韩国成了澳大利亚第五大

旅游市场 (次于新西兰
、

日本
、

不列颠以及美国 )
。

对澳大利亚而言
,

亚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最严

一 9 8 一

重的影响是来自韩国
。

由于危机的影响
,

1998 年韩

国至澳大利亚的旅游人数骤减 9%
,

澳大利亚的出

口收人减少 巧 亿澳元
,

并失去了 24 00 0 个工作机

会
。 【” 1 199 7 年 12 月

,

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初步统

计数据显示
,

来自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游客减少了近

25 %
,

而减少的韩国游客在东北亚游客中就占了

66 %
。

来澳旅行的韩国游客人数急剧减少
,

堪塔斯

( Qan tas )航空公司记录的旅客人数下降了 65 %
,

安

塞特协刀哭 t o 航空公司下降 了 50 %
,

所 以这两家航

空公司都停止了直通韩国的航线
。

1998 年 2 月
,

堪

塔斯航空公司的阿兰
·

洛克 ( lA an 切k e )总经理指

出
,

在过去的 3 年间
,

该公司通往韩国的航线的收人

损失了 4 5
,

000
,

《刃O澳元
。

如果堪塔斯公司不终止

此项业务的话
,

那么该公司在 19 98 年又将多损失

20
,

100 旧仪 ) 澳元
。 `’ ` l安塞特公司声称韩国政府对经

济危机的反应
,

包括禁止国际航空线的假 日广告
,

是

该公司决定停止澳大利亚— 韩国航线的主要原

因
。

安塞特公司是作出停飞韩国决定的第三家航空

公司
。

在安塞特公司之前
,

堪塔斯和新西兰航空公

司都停歇了它们在韩国的业务
。

当时
,

只有韩国和

亚洲航空 公司从事澳大利亚 与韩 国间的航空业

务
。 [ : 5 ]

三
.

澳大利亚与台湾
、

韩国的相互直接投资

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
,

澳大利亚在台湾的投

资额十倍于台湾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额
。

根据台湾有

效外资的统计数据
,

到 1998 年年底
,

澳大利亚在台

湾的投资共计 8 亿多美元
,

成为台湾第六大外商投

资国
,

列在 日本
、

美国
、

新加坡
、

荷兰 和英国之后
。

1 987 年前
,

澳大利亚在台湾的总投资额仅为 1
.

22

亿美元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以来
,

澳大利亚在

台湾的投资飞跃增长
。

以年度统计算
,

澳大利亚有

三个年度 ( 19 9 7
,

199 4
,

199 3) 在台湾投资额占 20 世

纪 % 年代的主要部分
。

19 9 7 年是澳大利亚在台湾

投资最多的年份
,

仅这一年
,

就达 5
.

% 亿美元
,

碱金

属和金属制品在总投资中所占份额居绝对优势 (计
5

.

82 亿美元 )
。 〔’ 6 11 99 8 年

,

澳大利亚在 台湾的总投

资为 17
,

0 0 0
,

000 美元 (见下页表 3 )
,

其中
,

商业 ( 6
,

0 0 0
,

00 0 美元 )
、

信贷
、

保险是当年投资的主体
。

另一方面
,

到 19 99 年 11 月
,

台湾在澳大利亚的

投资总额为 10 2
,

0 5 8
,

O()0 美元 (见下页表 4 )
,

农业
、

渔业和采矿是 台湾投 资的主要方 向
。

例如
,

19 96

年
,

台湾在澳大利亚投资 ( 14
,

70 0
,

00 0 美元 )中的约



5 4 %是流向采矿业
,

其后是农业和林业 ( 2
,

600
,

000

美元 )
。

同样
,

1997 年台湾在澳 大利 亚投资 ( 23
,

000
,

000 美元 )中的 3 /4 集中在采矿业 ( 17
,

00 0
,

00 0

美元 )
。

1 99 8 年
,

台湾商人在澳投资达 2
,

20()
,

0 0 0

美元
,

其中 60 % ( l
,

300 旧叨 美元 )的投资放在农业

和林业上
。

其后是运输装备 ( 500
,

00 0 美元 ) 以及化

工产品 ( 35 0
,

00 0 美元 )
。

主要投资项 目为台湾盐业

公司在西澳大利亚的工业用盐投资 ; 台湾电力公司

在新南威尔士的煤矿投资以及台湾最大的电脑巨人

之一— 阿瑟尔 ( A
c er )公司在澳大利亚的电讯

、

软

件和多媒体产业方面的投资
。

l7[ ,

襄 3 :
澳大利亚在台清的宜接投资 《以 10( X) 典元计 )

资料来源
:
台湾

“

经济部投资委员会
” : 《对外投资统

计 )
,

19 9 7 年 12 月
,

第 4 9 页
。

虽然台湾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不那么引人注目
,

但是澳大利亚把台湾视为一个重要的
、

有潜力的资

金吸人地区
。

台湾是向澳大利亚第二大商业移民地

区
,

据有关方面调查
,

每个台湾移民给澳大利亚人带

来 4 个工作机会
。

①

截至 199 8 年 12 月 31 日
,

韩国在澳大利亚的总

投资十倍于后者在前者的投资
。

到 1998 年底
,

仅已

经到位的资金
,

韩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累积达到

3 7 6
,

00 0
, 《X刃美元 (见表 5 )

。

衰 5 :
韩国在澳大利亚的! 接投资《以 1《X旧典元计 )

年年份份 项 目数数 投资额额

1119 5 2 一 19 8 777 l 888 122
,

7 7 222

1119 8 88888 4 6 111

1119 8999 555 6
,

88 111

1119 9())) lll 8 1 000

1119 9 111 333 5
,

3 7 222

11199 222 333 6
,

3 6 222

11199 333 444 19
,

6 2 000

11199 444 333 2 4
,

53 222

11199 555 222 4
,

5 0 555

1119 9 666 444 9
,

5 9 444

1119 9 777 333 5 9 6
,

19 777

1119 9 888 l 333 1 7
,

12 999

11199 9
.

1 11111 2 0
,

9 2 222

总总计计计 8 3 5
,

1 5 777

年年份份 项 目数数 投资额额

1119 6 8 一 19 8 000 666 2
,

7 8 444

1119 8555 lll 1 3
,

4 5 555

lll 99())) 777 2 0
,

7 9888

11199 111 888 5 5
,

7 8 222

1119 9 222 333 10 3
,

9 1999

1119 9 333 777 2 7
,

2 7 999

11199 444 l 888 33
,

37 777

1119 9 555 2000 59
,

0 1666

1119 9 666 2999 50
,

60 999

1119 9 777 3 666 15 7
,

9 3000

1119 9888 l 888 1 32
,

1 2999

1119 9 9
.

1 一 666 666 8
,

15 666

总总计计 15 999 66 5
,

2 3 444

资料来源
:
台湾

“

经济部投资委员会
” : 《海外华人与外

商投资统计》
,

19 9 8 年 12 月
。

衰 4 :
台海在澳大利亚的 l 接投资 (以 1侃旧美元计 )

年年份份 项 目数数 投资额额

1119 5 2 一 19 8 777 222 l
,

3 9 888

1119 8 888 222 6
,

1 3444

1119 8 9999999

lll 99())) lll 1
,

3 9 777

1119 9 111 lll 2
,

44 000

11199222 555 5
,

4 2666

11199 333 lll 6333

11199 444 333 2 3
,

59888

11199 555 222 3 1444

11199666 333 14
,

7 9222

1119 9 777 666 2 3
,

2X()))

1119 9 888 444 2
,

2 9 222

1119 9 9
.

1 11111 2 1
,

以) 444

总总计计计 l ()2
,

0 5 888

资料来源
:
韩国财经部经济合作局

: 《对外直接投资》
,

199 9 年 6 月 3 0 日
。

而同期
,

澳 大利亚 在韩 国的总投资仅为 31
,

00()
,

00 0 美元 (见表 6 )
。

裹 6 :
澳大利亚在转国的直接投资 《以 1仪刃 典元计 )

年年份份 项 目目 投资额额

1119 6 2 一 19 7 1111111

1119 72 一 198 111 333 2
,

1 3 111

1119 8 2 一 19 8666 444 5
,

3 0 888

11198 7 一 19 8888 222 1 5 444

111 98 999 222 5 4 888

111 9 9 0000000

111 9 9 111 lll 5 0888

1119 9 222 lll 7 222

111 9 9 333 555 10
,

2 8 111

1119 9 444 222 5 oooo

11199 555 l 222 6
,

8 5 222

1119 9 666 333 3
,

15 777

来人.P注释
: 19 5 2 一 19 7 1年和 19 7 3 一 19 8 8 年

,

台湾在澳大利

亚没有直接投资
。

①
199 8 年

19 9 6 年

Jan
u a r y

为
2 6

,

360
1999

澳大利亚的 台湾移 民约为 l
,

700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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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9 777 888 5
,

6 5555

11199 888 l lll 2
,

64 222

111999
.

111 222 9555

总总计计 5666 3 7
,

卯 333

资料来源
:
韩国财经部经济合作局

: 《国际投资与技术

引进趋势 )
,

1999 年 l 月 3 1 日
。

根据韩国联邦银行公布的《19 98 年海外直接投

资统计年表》
,

截至 19 97 年底
,

在韩国对澳大利亚的

125 个投资项目中
,

总投资额为 279
,

00 0
,

加O美元

(如果算上协议项目
,

共有 13 7 个项 目
,

总额为 44 1
,

000
,

(X心美元 )
。

其中几近一半的投资是面向采矿

业
,

计 2 0 个投资项目
,

投资额为 13 0
,

8 00
,

以刃 美元 ;

商业投资居次
,

有 28 个投资项目
,

总额为 66
,

0X()
,

000 美元 ;而后是制造业
,

有 34 个投资项 目
,

总额为

2 5
, 《拟 )

,

以刃美元
。

在制造业中
,

纺织和制衣业 ( 5 个

投资项目
,

投资额为 7
,

6 50
,

0 00 美元 )
,

食品和饮料

行业 ( 10 个投资项 目
,

投资额为 7
,

6 10
,

000 美元 )是

吸纳韩国投资最多的行业
。

结论

总之
,

澳大利亚与韩国的经济互动要大于澳大

利亚与台湾的经济互动
。

澳大利亚与台湾的贸易

(贸易额为 4 5 亿美元 )仅为澳与韩国贸易 (贸易额为

74 亿美元 )的 60 %
。

澳大利亚在与台湾和韩国的贸

易中都保持顺差
,

分别为 12 亿美元和 18 亿美元
。

至于贸易结构
,

澳大利亚出 口到台海和韩国的主导

商品主要是矿产品
,

韩国还进 口大量的黄金
,

台湾则

进口大量的煤炭
。

韩国出口到懊大利亚的主要产品

是汽车
.

台湾出口到澳的主要是计算机
。

至于投资
,

台湾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总额 ( 81
,

000
,

000 美元 )
,

远远落后于韩国在澳的投资 ( 7 61
,

0 0 0
,

000 亿美元 )
。

但是
,

澳在台湾的投资 ( 814
,

0 0 0
,

(拟 )美元 )多于在韩国的投资 ( 37
,

000
,

000 美

元 )
。

19 97 一 19 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了澳大利

亚与台湾和韩国的经济交往
,

贸易大跌
。

与金融危

机爆发的前一年相 比
,

澳与台湾的贸易额萎缩了

54 6
,

00 0
,

000 美元
,

而同期与韩国的贸易额减少了

69 6
,

加0
,

O加 美元
。

不可避免
,

1998 年澳大利亚的

贸易顺差也减少了约 1
,

90 0
,

000
,

0 00 美元
。

此外
,

澳从韩国和台湾
,

尤其是从韩国吸收的资金也大大

减少
。

1999 年上半年
,

澳从韩国获得的投资仅为 8
,

0 00 旧加 美元
,

与 19 98 年澳大利亚吸收的韩国投资

额相比
,

少了 12 4
,

00 0
,

000 美元
。

但从中长期发展

来看
,

因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澳大利亚与韩

国
、

台湾的经济交往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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