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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70- 80 年代以来，随着澳中建交，中国移民赴澳大利亚的人数日益增多。目前澳大利亚

华人成为澳洲社会的第三大海外移民族群。本文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赴澳的华人新移民（以中国大陆华

人新移民为主体），从概念定位、动因、数量、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其在澳社会生活等基本社会特征进行概要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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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白澳政策”的废除，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

行与深入发展，中国移民赴澳大利亚的人数日益增多。目前澳大利亚有华人近 100 万，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

的 1/20，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的 13%，成为澳洲社会的第三大海外移民族群。在过去的 20 年中，澳洲华人增

长了 6 倍，其基本社会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以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局官方最新统计资料为依据，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赴澳的华人新移民（以中国大陆华人新移民为主体），从概念定位、动因、数量、结构、受
教育程度以及其在澳洲的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概要的分析。

近年来，华人新移民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关于“新移民”或“华人新移民”的概念，定义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移居的华人（指种族、文化

意义上的华人，英文对应词为 Ethnic Chinese），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华人新移民（本文研究对

象和分析数据主要指以中国大陆华人新移民为主体的华人新移民）。

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赴澳移民数量

目前澳大利亚有华人近 100 万，根据 2006 年澳洲人口和住房统计分析，约有 206，588 名华人取得在澳

永久居留权。不同时期赴澳的华人在这些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华人中数量各不相同。1979 年以前的华人数量

在澳洲华人总数中所占比例已经不到 10%，这主要是由于移民政策、历史问题、国家关系等方面原因造成

的；而 1979 年以后，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及其新移民政策的实施，中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发展，中澳两国关系的加强，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体的华人新移民赴澳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在

1981- 2000 年期间赴澳的华人在澳洲华人总数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 50%，2000- 2006 年期间赴澳的华人

占澳洲华人总数的 39%，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赴澳的华人新移民已经成为澳洲华人社会的主体。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根据 2006 年人口普查统计分析，55%的华人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占该州人口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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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居住在维多利亚，占该州人口的 25%，7%居住在昆士兰，占该州人口的 20%，4%居住在南澳，占该州人

口的 8%，4%居住西澳，占该州人口的 10%，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的华人很少，但仍分别占两地总人口的 2%
和 1%，首都直辖区的华人占华人总数的 2%，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也占 2%。①90%以上的华人移民居住在澳

大利亚的首府城市。其中居住在悉尼的华人占澳大利亚华人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约为 53%；墨尔本的华人

约占澳洲华人人口总数的 26%；另有 15%的华人居住在其他首府城市。②

二、华人新移民类别分析

澳大利亚移民主要有家庭移民、技术移民、人道主义移民和难民。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调查，中国大陆

新移民移居澳洲的最主要原因是家庭团聚，其次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以及澳大利亚的生活环境和生

活方式。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对 2006 年人口统计的分析，在 2006 年之前的 10 年，共有 101，204 名中国移

民取得永久居留权，其中技术移民占 61.3%，家庭移民占 36.8%，此外还有占 1%的人道主义移民。③

（1）永久性移民

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在 2008- 2009 年度，约有 23,692 名华人取得澳洲永久居留权，中国是澳大利亚

该年度仅次于英联邦国家、新西兰和印度的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在这些移民中，40%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另外

还有 1/3 居住在维多利亚。
在 2008- 2009 年度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移民中，技术移民有 14,332 名，主要是会计师、计算机专家和

厨师。家庭移民有 8154 人，另外还有包括 426 名人道主义移民在内的 1206 名其它类别的移民。中国在该年

度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印度和英联邦国家的第三大技术移民和最大的家庭移民来源国。
（2）临时性移民

游客：在 2008- 2009 年度共有 233,463 名中国游客赴澳旅游，尽管比 2007- 2008 年度下降了 11%，但仍

是澳大利亚第四大游客来源国，仅次于英联邦国家，日本和美国。澳大利亚旅游局估计中国在未来 5 年内有

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长期商务移民：在 2008- 2009 年度，有 4790 名中国移民办理澳大利亚长期商务签证，比上一年度减少

32%。办理这类签证的移民主要是注册护士、厨师和高级焊工。
学生移民：教育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出口产业。在 2006 年，有 11%的中国学生选择赴澳留学，仅次于美国

和日本。在 2008- 2009 年度，有 54,015 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赴澳留学签证，其中 71%是申请高等教育或研究生

研究签证，16%是职业教育签证，9%是申请在澳大利亚学校就读，4%是其他学生签证。
在至 2009 年 6 月止的六年内，澳洲学校录取的中国学生人数平均每年增长 16%，在 2009 年 6 月止的

一年内有 14.6 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澳洲成为居留的跳板，在 2007 至 2008 年度获得永久居留的中国及印度

出生人士共 4.4 万名，其中逾三分之一（36%）是在澳洲境内申请的，而且大部份是学生。
在 2005- 2009 年，中国大陆赴澳留学生人数增长显著，大约为 80%，家庭移民稳定增长，2008- 2009 年比

2005- 2006 年度大约增长了 50%，技术移民，游客和长期商务移民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长，但 2008- 2009 年

度与 2007- 2008 年度相比分别下降了 7%、11%和 32%。这主要是因为澳洲政府在 2008- 2009 年度减少了

28,439 名商务游客的配额，技术移民数量下降则是因为增加了商业技术和雇主担保移民的名额（分别增加

了 923 名和 1734 名），而减少了独立技术移民签证（减少了 3871 名）。2005- 2009 年度中国大陆赴澳移民数

量详见表一。

①澳大利亚统计局：http://www.abs.gov.au: ABS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② 澳 大 利 亚 统 计 局 ：http://www.abs.gov.au: ABS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4102.0 - Australian Social

Trends.
③澳大利亚移民局：http://www.immi.gov.au: Country profile：China(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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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对 2006 年以来中国移民的分析，36%的技术移民倾向于居住在维多利亚，53%的

家庭移民、41%的留学生和 33%的长期商务移民选择居住在新南威尔士。

三、年龄与性别结构

中国新移民的平均年龄约为 39 岁，比澳大利亚人口的平均年龄高 2 岁。其中年龄在 20- 39 岁之间澳大

利亚华人移民较多，约占澳大利亚华人总数的 45%，这相对于澳洲总人口在此年龄段仅占 28%的平均水平

来说，澳洲华人在年龄结构分布上较为年轻；在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其中女性约占华

人移民总人口的 54%，且在 20- 49 岁之间的华人移民中，女性比例约为 64%。①澳洲华人新移民的这种在年

龄与性别分布上的特点主要与他们赴澳的时间、申请条件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关，例如大陆华

人新移民中占有重要比例的留学生（据澳洲《星岛日报》报道在中国新移民中 65%是学生）以及通过技术移

民申请而留居澳洲的华人（技术移民申请必须在 18 岁以上 45 岁以下）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年龄结构呈

现年青化的主要原因。

四、受教育程度

澳大利亚华人总体上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第一代来澳大利亚淘金、开餐馆、种菜的华人不同，改革开放

以后赴澳的华人很多是年富力强的留学生。作为最大的新移民群体，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有专业技能和艺术

才能，也更容易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安定下来。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9 年根据 2006 年人口统计分析，在澳大利亚 25- 64 岁的华人新移民中，拥有学

士学位的约占 25%，大约 16%的华人拥有硕士学位。而在澳大利亚国内同一年龄段拥有同等学力的人数分

别占人口总数的 16%和 4%左右（见表二）。管理和经济专业在拥有本科学历的华人中所占比例最高，约为

（Source: Immigr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Reporting System and Migration Program Management System）

表一：2005- 2009 年中国赴澳移民数量

年份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永久性移民

家庭移民 5,008 6,037 6,131 7,901

技术移民 12,672 14,688 14,324 13,927

特别资格类移民 28 4 8 3

临时性移民

游客 207,170 239,890 261,823 233,463

学生 29,970 38,466 49,763 54,015

长期商务(475） 4,060 5,550 7,310 4,970

(Source: ABS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4102.0 - Australian Social Trends)

表二：25- 64 岁之间华人受教育情况 单位：%

受教育程度 华人比例（%） 澳大利亚平均水平（%）

硕士 15.7 3.9

学士 24.6 16.2

职业技能培训 6.2 21.3

无学历 37 45.2

①澳大利亚统计局：http://www.abs.gov.au: ABS 2006 census data, 3416.0 - Perspectives on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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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其次是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专业，所占比例分别为 17.7%和 10.7%。
移民的英语水平对其在澳洲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澳大利亚的移民项目中对技术

移民的英语水平有严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指定的水平。根据 2006 年的调查统计，64.2%的中国移民认为其英

语水平是好或非常好，认为自己英语不好或者根本不会说英语的中国移民约为 34.5%。
尽管英语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很重要，但是许多华人仍旧继续使用母语，这主要是因为母语是华人在异

国联系和认同的重要纽带。根据 2006 年的调查统计，在澳大利亚 60%的华人在家里说普通话，29%说广东

话，另外还有约 4%说英语。而在父母均为华人的在澳洲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中，9/10 在家里都说汉语，这些华

人通常能够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他们中的 65%都认为自己的英语好或者是非常好。①

五、工作和收入状况

澳大利亚华人的工作和收入状况与其受教育程度和英语水平有着重要的关系。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9 年对 2006 年人口统计分析澳洲人均收入，华人每周收入约为 239 澳元，远低于澳大利亚人均收入 484
澳元。相应的，澳洲华人家庭平均周收入为 431 澳元，低于澳大利亚家庭周收入的平均值 639 澳元。更低于

其他海外移民群体，如澳大利亚的印度移民相应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为 539 澳元和 721 澳元。②

华人新移民的失业率为 11.2%，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平均 5.2%的失业率。在澳洲华人所从事的工作领域

中，餐饮业是吸收华人劳工最主要的行业，受雇率约占华人劳工总数的 17.6%，其次是制造业和零售业，分别

占 13%和 12.8%，从事卫生和服务业的华人劳工较少。在澳大利亚，从事餐饮业 72.1%的澳洲人每周收入均

不足 600 澳元，这也是影响华人平均收入低于澳大利亚人均收入的重要原因。澳洲华人从事具体行业见表

三：

（Source: ABS 2006 Census data, 3416.0 - Perspectives on Migrants）

①澳大利亚统计局：http://www.abs.gov.au: ABS 2006 census data, 3416.0 - Perspectives on Migrants.
②澳大利亚统计局：http://www.abs.gov.au: ABS 2006 census data, 3416.0 - Perspectives on Migrants.

表三：华人和澳大利亚人在不同职业领域受雇率对比 单位：%

职业领域 华人受雇率 澳洲人受雇率

管理人员 12.0 13.4

专业人员 21.8 19.0

技术和贸易 14.3 14.5

社区和私人服务 8.1 9.0

文职和行政 10.1 15.4

销售员 9.8 10.6

机械控制和驾驶 6.6 6.4

劳工 14.0 10.0

六、结 语

通过上述对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局的官方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当代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基本社

会特征的新变化得出下列的主要认识：

1、当代华人移民素质与构成有了明显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劳工移民，而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

的调整和中国移民整体教育水平和技术层次的提高，在家庭团聚移民和商业移民增加的同时，技术移民在

大幅度增加。在 2008- 2009 年度，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印度和英联邦国家的第三大技术移民和最大

的家庭团聚移民来源国。 （下转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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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大陆留学生已成为新移民的重要后备力量。这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主

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海外教育的产业化趋向，中国赴澳留学生近年不断增加，截至 2009 年 6 月止的一年

内就有 14.6 万名中国学生留澳，留学澳洲成为居留和移民的跳板。但 2010 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职

业的收紧，将可能导致未来留学生数量的大量减少。
3、华人新移民到澳分布地区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以悉尼为首府的新南威尔士州和以墨尔本

为首府的维多利亚州仍然为首选。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对 2006 年以来中国移民的分析，36%的技术移民倾

向于居住在维多利亚，53%的家庭移民、41%的留学生和 33%的长期商务移民选择居住在新南威尔士。这反

映出澳大利亚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技术移民的需求和吸引力要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从而形成了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聚居模式。
4、从教育背景和从事的职业来看，近年来，来自香港、台湾的华人，受过专业训练，英语流利，教育资格

得到澳洲政府的承认，他们逐渐进入专业与白领职业范畴。而来自中国大陆及印支华人因相对英语较差，有

些学历又得不到澳洲政府的承认，他们往往要重新获取学历，才能进入高新技术性行业，或从事技术性不强

的职业。由于职业的差异，来源不同的华人新移民经济收入悬殊较大。
5、华人新移民的整体就业率和工资收入水平还不高，经济和社会特征出现了二重性特点：即一方面从

事高级白领职业者占有了较高比例，如在医疗、财会、管理、审计、计算机等专业岗位，华人新移民就业者较

多。但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华人在从事低收入的蓝领职业，如餐饮业仍是吸收华人的传统的主要行业。华

人新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澳大利亚的平均失业率。

①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第 30-32 页。
②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82 页。
③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 年版，第 132 页。

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传播

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20 世纪初的上海具备共产主义运动开展

的人力基础———觉醒的工人阶级和先进的知识份

子。
开埠以后的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成

为中国的经济首都。1865- 1936 年间，上海对外贸易

占全国的 45%—65%。金融产业也在外资的引导下

逐渐壮大,民国初便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而随着现

代制造业的产生，到 1922 年，上海近代工业门类增

加到 32 个。①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城市人口亦快速

增长。到 1920 年，上海人口达到 229 万，排名第二

的天津人口为 77.5 万，尚不足上海的一半。②工业化

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

新的城市社会阶级逐渐崛起。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

深入而发展壮大。依据 1920 年《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

194.6 万人，其中上海有 513768 人，占全国工人总

数四分之一。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

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

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

础。
同时，文化繁荣与政治气氛自由的上海成为新

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诚如鲁迅所言：“北京虽然是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

《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

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③相形之

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的多，中外联系广

泛，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

的集聚中心。受过教育且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成为

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而俄国十月革命

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

与视野，加速先进知识分子投身到远东共产主义事

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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