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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一个仅有数百年历史的大洋洲移民国家。在澳

大利亚从 1901 年建立澳大利亚联邦时，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具有

种族主义倾向的“白澳政策”为其立国基本国策。到二战后，澳大

利亚政府采用同化政策，企图形成“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的

文化、生活方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着澳大利亚国内无

法扭转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形势，澳大利亚政府亦开始随着这种

在澳大利亚国内与国外都广为出现的社会发展形势，进而采取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来处理澳大利亚国内日趋严重的民族矛盾，

使澳大利亚处于更加和谐状态。本文从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的发

展历程来阐明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

天，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间的

交流与共同发展，若无法接纳其他种族、民族的文化，自己无法

宽容地接纳其他文化，而只是一味地排斥、同化，试图做到种族

或文化同质，这样只会导致整个民族和社会对别的民族的仇外

情绪日益加深，这个社会就会一味地走向封闭，引发社会的不稳

定，导致社会的恶性发展。
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恰恰是当代西方社会用来处理民族文

化多样性最普遍的一种理论与政策方式，加拿大、澳大利亚、瑞
典先后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基本国策，

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来处理其国内日益明显的海外移民与本土少数民族问题。本

文亦将从另一个国家———瑞典，比对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的发

展。在 21 世纪，随着世界各民族相融性、交流性越来越强，单个

民族国家存在的趋势必将更加微弱，民族问题一再成为一个急

需解决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如何协调好各民族的利

益，使不同的民族达到共同的和平共处、协调发展会变得更加重

要与关键。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而多元

文化政策在二战后出现，并且在一些西方国家得到强势发展。二

战结束后，不同种族、民族的人民由于战争难民安置、劳动输入

等原因迁入许多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

家。民族文化多样性已经在这些国家形成并成为这些国家发展

不可缺少的促进因素，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多元文化政策出现与

发展的基础。
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有三层涵义：首先，它表明一个国家出

现的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无论政府是否排

除其他民族，这个涌入大量其他种族、民族移民的国家已经成为

一个多民族社会；其次，它指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该思潮是肯定

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一种思想潮流，它肯定不同民族的平等，肯定

不同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肯定与保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再次，

它指一项政府政策，是指政府为寻求少数民族在语言、宗教、文
化等各个方面引导这些少数民族参与到这个社会公共领域与主

体民族和其他民族达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处理民族文化多样

性带来的民族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

原则及措施。
多元文化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强力的发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曾经为了保持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长期限制有色人种移民

入境。二战后，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大量引入移民，

由最开始的限制民族、种族的移民政策转向非限制民族、种族的

政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于 1962 年和 1973 年废除限

制性移民政策，为多元文化主义奠定产生的最主要基础。二战

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西方国家的民族、种族权利运动不断兴

起，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内部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另外，在澳

大利亚，土著人为了争取与其他民族拥有相等的权利而展开斗

争运动，非英语移民也要求在此时取消在澳大利亚各方面受歧

视的不平等地位。在加拿大，英裔民族与法裔民族，非英裔民族

与非法裔民族之间的民族对抗与矛盾也非常激烈。这些在西方

国家发生的矛盾，使得这些国家政府在面对种族、民族、文化、宗
教、语言、生活方式等社会中已存在的异质因素时，试图摒弃掉

过去一直坚持的单质性，而重新将自己的国家向异质性社会发

展，向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发展。这些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坚持同化

政策，坚持种族纯洁性。同化政策否定移民的文化权利，有条件

地给予政治、社会、经济权利，这一政策是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处

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方法与政策。加拿大强迫非

英、法裔移民接受英、法两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澳大利亚

的政策也要求非英语移民及土著人盎格鲁澳大利亚化，放弃自

己的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接受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使自

己成为真正的澳大利亚人。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已经在这

些西方国家扎根已深，同化政策无法顺应社会事实，只得以失败

告终。
多元文化政策被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正式确立为基本国

策，美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状况虽然相对明显，而且种族歧视政

策，民族、种族矛盾相当激烈，但并没有使用多元文化政策作为

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国策。

二
而瑞典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采用多元文化政策的背景不同。

浅析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
杨 龙

摘 要 澳大利亚自 1901 年立国至今，其民族政策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这三个阶段，做到

了由歧视性民族政策到包容性民族政策的转变，使民族多样性在澳大利亚无法扭转的情况下，必须以多元文化政策这个

包容性的政策来调节澳大利亚内部的民族矛盾，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与舆论中处于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地位。澳大利亚政府

使外来移民与土著获得与白人居民同样的地位与权力，这样使澳大利亚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更有利于澳大利亚资源的开

发与经济发展，使澳大利亚向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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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并非一个移民国家，但二战后，众多的战争难民的涌入，再

加上原来已经存在瑞典境内繁衍生息良久的芬兰人、萨米人等

少数民族的存在，使瑞典境内民族众多，完全颠覆了以前单质

的、瑞典人为主要公民的瑞典国家。瑞典无法将这些外族民众赶

出瑞典境内，只有接受这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接受这些外

族民众为瑞典公民，为“瑞典人”。二战后，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

瑞典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是采取同化政策，企图同化外来移民，以

及本土少数民族。但同化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逐渐失去了它

的作用，瑞典移民委员会在这段时间，提出一些解决外来移民与

少数民族的方法与措施，并且在 1975 年被瑞典议会所采取，确

立为处理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其

主要包括：（1）在瑞典的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文化和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表示瑞典人为一方，外来

一方和外来移民为一方，双方互为伙伴，共同合作、受益。这三点

是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标志，是瑞典政府处理社会的主流与非

主流，公民与外来移民、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2）通过帮助

移民学会瑞典语，给予移民及少数民族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政治

权利，使外来移民及少数民族达到对瑞典社会最大的参与；（3）
保持外来移民及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特性，如保持语言、宗教、
民族风俗等；（4）实行多元文化教育，对外来移民、原有少数民族

等的后代实施多语教育，不仅要学会瑞典语，同样要学习母语。
而对于成人移民不仅义务提供瑞典语教育，还义务提供职业教

育。这一切都表明瑞典在处理多民族问题时，已由同化政策转向

多元文化政策。

三
由此看来，二战后，大量西方国家已存在着众多不同种族与

民族的居民居住、生活的状况，形成单质性社会、单一民族国家

的可能已非常渺茫，而狭隘的排外观念与行为只会使这些已经

存在民族文化多样性现实的国家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并且会与

外来移民的母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不和谐关系。而二战

后，全球的发展趋于和平与发展，对外来移民及本土少数民族、
土著采取歧视政策，只会招来国际舆论的斥责，给自身的国际地

位与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与巨大压力。
最开始，这些西方国家基本上采取同化政策。但同化政策并

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抹煞掉外来移民、土著的语言、文化等民族

特征，只会让他们茫然、无所适从以及由此导致的反对与抗争，

进而引发社会矛盾，使经济发展停滞。这在澳大利亚表现得尤为

明显。澳大利亚是个年纪轻轻的移民国家，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

文化沉积尚浅，无法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展示具有澳大利亚民

族特色的文化，并以此来影响外来移民，即使有，也只是对英国

文化的照抄，仍无自己的特征。相反，这些外来移民的国家，民族

特征是无法抹煞的，有些民族的文化的历史底蕴相当深厚，华人

移民及其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

倡成为“澳大利亚人”采用“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同化政策，对

于这些外来移民起不到丝毫作用，他们更愿意在这片崭新的土

地上保持固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样更实际，更易触及。一味

地坚持，只会招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社会反种族歧视的活动不断就是对同化政策、“白澳政策”这两

种歧视移民及移民文化，并试图将少数民族变成“澳大利亚人”
的政策的最好反驳。

澳大利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用多元文化政策解决民

族矛盾，并且废除了歧视性的“白澳政策”和不起作用的同化政

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给澳大利亚境内的文化多样性提

供了一个更适于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与机会，一味地抵触已经存

在的民族成分日趋复杂、文化多样性的行为，显然与国际社会发

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只会给澳大利亚的国内发展、安定与国际

交流、国际地位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而同时代的加拿大、瑞典

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来解决民族

矛盾，即可证明多元文化政策的效用性与广泛性。
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和多元

文化政策这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感也相应

地经过种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民认同三个民族认同阶段，可以

说在民族政策与民族认同感上都经历由感性到理性、由狭隘到

明智的发展过程，现在的多元文化政策，给澳大利亚的诸多民族

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空间，同时民族认同不以种族认

同、文化认同为准则，而是以更宽泛的国民认同为准则，承认所

有民族均拥有平等权利，所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得不同

种族、民族的居民真正使自己向一个共同的、真正的澳大利亚的

民族与国家看齐，这才是澳大利亚得以安定、繁荣，各民族和平

共处，社会和谐发展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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