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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文报纸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李  苑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报纸是最早出现在澳洲的华文媒体，也是目前澳洲的主要华文信息传播渠道之一。澳洲

目前共拥有华文报纸约 30 种，包括免费日报、收费日报、免费周报、收费周报、临时性刊物等类型，是海外华人获知祖国

信息，了解祖国发展的重要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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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大利亚华文报纸的现状 
研究澳洲华文媒体的现状和特征，分析其未来的发展趋

势，有助于加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国际环境，因此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目前，华人遍及世界各地，有人戏称“有海水的地方就

有华人”，由此可见华人在世界范围遍布之广。全球华人经

济的统合，对中华民族新时期的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同时，

海外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与沟通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海外

华文媒体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1] 

澳大利亚目前已成为华人移民、留学、旅游等的主要国

家。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终

结，以及近年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两国关系也向着

良好的方向发展。目前，澳大利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华人移

民首要定居国之一，而且华人移民人数仍在不断攀升。 

随着新移民人数的上升，华人已成为了澳大利亚最主要

的少数民族之一，华文在澳大利亚已占据了一席之地。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在澳大利亚 2000 多万人口中，即便是不

包括留学生、游客和短期居住的华人，当地的华人数量也已

超过 55 万。事实上，在澳洲最大城市悉尼，华人数量不少

于 40 万。也就是说，悉尼总人口中，大约每 10 个人里面就

有一个是华人。[1]2007 年的时候，悉尼和墨尔本就已宣布华

文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 

随着在澳华人数量的不断增长，澳大利亚的华文媒体也

日益繁荣，几乎覆盖了整个澳大利亚。据文献记载，目前所

知最早在澳大利亚出版的华文报纸是 1856 年在悉尼创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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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唐人新文纸》。[2]此后，华文报纸在澳大利亚开始发

展起来。直到目前，形成了包括免费日报、收费日报、免费

周报、收费周报、临时性刊物等类型的华文报纸的种类。 

在澳大利亚的中文日报，发行量最大的主要有四家，都

分布在悉尼，即《星岛日报》（澳洲版）、《澳洲新报》、《澳

洲日报》和《华人日报》（现为《澳洲新快报》）。[3]墨尔本

有三家日报，即《墨尔本日报》、《星岛日报（墨尔本版）》、

《人民日报》（墨尔本印刷的海外版）。 

由于周刊的发行、流通周期长，因此相对的成本较低，

所以除了悉尼四家日报，墨尔本三家日报外，澳大利亚的华

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周报（刊）。包括澳洲历史最久的华文周

报《澳洲新海潮报》，以及《澳洲讯报》、《澳洲商报》、《大

洋时报》、《联合时报·经济专刊》、《新时代报》、《澳大利亚

时报》、《澳大利亚新市场报》、《澳华时报》等十几种周报。 

此外，遍布澳大利亚各地的免费华文周报也有十多家。

较为著名的有成立于 1995 年的大华时代报社，每周出版《大

华时报》、《大华周末》及《大华地产》三分免费报纸，并拥

有澳洲好亚中文网站。 

月刊在澳洲也比较多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健康报》，

该报创刊于 2005 年，是一份在全澳大利亚发行的集中医药

新闻、科普、学术和保健指导为一体的医学专业类报纸，每

期 32 版。[3]  

 

二  澳大利亚华文报纸的特点 
（一）应对新媒体挑战，日报情势严峻，周末报业兴起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传统媒介也受到了

新媒体的极大冲击，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新一代的

年轻华人更多的通过网络获得资讯和信息，传统报纸媒体受

到了极大的挑战。以澳大利亚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Heraid Sun

为例，其发行量为 56.6 万份，而其网络新闻的点击率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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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万。[4] 

澳大利亚的收费华文报纸多以采编各种渠道的新闻通

讯为主，其内容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新闻、中国大陆新闻、香

港台湾地区新闻、体育、娱乐、中国财经信息等，它们的读

者群基本上还是以英文程度有限的中老年华人移民为主。由

于他们对新媒体新技术不熟悉，所以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来

自于华文报纸；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新移民以及愈来愈

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则很少购买华文报刊，因为他们对新媒

体和技术更加熟悉，可以从网上获得各方面信息，他们的英

语能力也比较高，大多购买当地主流英文报纸。由于读者群

有限，目前收费华文报纸多处于亏损状态。[5]对此，如何更

大范围的开发读者市场，成为目前澳洲华文报纸的面临重大

问题。[1] 

不同于日报，周刊在澳洲的发行却没有收到金融危机的

明显影响。尤其是周末版，近年来反而有所增长，成为澳洲

华文报纸发展中的新现象。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发行量排名

前 10 位的报纸周末版．每周平均发行量不但比周一至周五

各刊平均数多出 30 多万份。且周末版的阅读率也比平时高

出许多，广告版数总量也是上述各刊的三四倍。[6]著名的华

文媒体《星岛日报·澳洲版》也从 2002 年起，开始减弱平

时的报道投入量，转而投入周末报纸。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澳洲的生活习惯，周末人们有更多

的时间和耐心通过传统媒体获得各种消息，因此，华文报纸

也随着澳洲“周末版热潮”一道，大力发展起了周末报纸，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销售量下降明显，发行困难 

和中国报业相似，由于受到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的冲

击，澳大利亚的报业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据澳大利亚发行稽

核局（ABC）2007 年发布的数据，包括全国性日报、都市

报在内的报业总体上都呈现出发行量降低、读者萎缩的趋

势。 

此外，市场狭小、数量有限、运作成本高等，都是目前

澳洲华文报纸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9 年底，位于悉尼华

埠中心地段的两家老牌中文书店——宝康图书公司和志文

图书公司，在两个月内接连倒闭。缺少了老牌中文书店在发

行上的强力支持，澳洲华文报刊的发行受到严重影响是不言

而喻的。虽然说，华文报刊在悉尼还有许多其他的发行点和

渠道，但经营了数十年并且拥有大量熟客的老牌中文书店的

关门，其广泛的负面影响还是难以消除的。[7] 

未来，如何建立更加有效，并且低成本的发行，将是横

在传统华文报纸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门槛。 

（三）免费报纸发展势头良好，多为广告纸 

1992 年，第一份免费发行的华文刊物《综合周刊》于

悉尼创刊，每周五在悉尼发行，一度成为颇受欢迎的免费报

刊。[1] 

随后，澳大利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免费报纸，那些免

费发行的，以刊登广告为主的报刊大多经营状况良好，在新

移民中也有较大影响力。这些免费报刊主要刊登各种商业广

告，广告收费根据不同版面、刊登时间长短而各有不同，但

随着新媒体的冲击和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免费报纸

也受到极大的考验。 

 

三  澳大利亚华文报纸发展趋势分析 
（一）更多的开始走向与新媒体合作的方向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与新媒体合作，并走向媒介融合已

经成为全球传统媒体的大势所趋。 

目前澳洲的四大主流日报中有三家已经办了自己的网

站，试图跟各类新闻网站竞争。此外，以《健康报》为例，

这是澳大利亚一份颇受欢迎的专业健康类报纸，报社开通了

澳洲健康医药网，网站内容汇集了中国大陆的《健康报》和

中国台湾的《中国医药导报》近两年的优秀文章。[3]此外，

在澳大利亚 3G 手机已被广泛应用，这使得人们可以非常方

便地通过手机获得甚至定制新闻。而专业手机新闻提供商，

则通过和传统媒体的合作，将报纸或者网络的内容进行重新

编辑，制作成适合手机阅读的新闻或者图像发给手机用户。
[4] 

未来，澳大利亚更多的传统媒体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间无疑将会开展更多深层次的合作，并向着媒介融合的方向

发展。传统华文报纸的定位和主要信息提供方式也将会随之

变化。 

（二）报业集中度将不断提升 

目前，澳洲媒体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的生存问题即报纸种

类过多，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导致更多的华文报纸内部竞争

严峻，阻碍了华文报纸良性发展的道路。 

据权威调查机构 ABC 统计，意大利移民人数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排在中国以前，家中说母语的移民数量也使中国的

三倍以上，但意大利文的报纸只有两家，两家均有 20 年以

上的历史，却全部卖钱。此外，希腊移民人口总数还在意大

利移民人口总数之上，但澳大利亚希腊文的周报也不到三

家。[8] 

而中文报纸的泛滥，导致读者市场的分割和广告市场的

竞争，使得大小报纸均无利可得。使得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

内部竞争的消耗上，而没能在提高报纸水平和信息提供水平

上。尽管近年来《自立快报》、《华人快报》等众多华文报纸

纷纷倒闭，但随之又有新的华文报纸创刊出版。目前，澳大

利亚的华文传媒集团数量较少，比较著名的有华夏传媒集

团。 

随着新闻纸价格的上涨，发行渠道的减少，华文报纸之

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经过市场淘汰，逐步会形成几家主流

的华文报纸。 

（三）将继续加大与中国媒体行业的联系和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地位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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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越来

越吸引海外华侨、华资的关注。目前，大多数澳洲的华文报

纸，和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作。 

早在 2002 年，《星岛日报》就与上海《新民晚报》合作

办了《新民晚报·澳大利亚版》。江苏省侨办委托中新社江

苏分社制作《今日江苏》，目前《星岛日报》每日有新民晚

报及广州日报的澳洲专版，每周一有《福建侨报》澳洲专版。

另外，侨鑫传媒(澳洲)有限公司出版、广州《新快报》协办

的《澳洲新快报》也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创刊，近期由对开

大报改为 4 开出版，主要版面除当地新闻外均由广州制作。
[5] 

据澳洲媒体报道，2010 年 03 月 10 日在重庆·悉尼经济

论坛上，重庆日报与澳大利亚星岛日报社签约，初步约定

2010 年内星岛日报开辟《重庆日报澳洲版》。自 2010 年 4

月起，双方开始实质性商谈在星岛日报上开办《重庆日报澳

洲版》。《星岛日报》隔周周五提供一个整版用于《重庆日报

澳洲版》刊发，半年 12 个专版，主要内容为重庆的重大政

治、经济、民生、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新闻，刊出内容由重

庆日报负责采访、组稿、组版，通过互联网提交给星岛日报。 

随着国内媒体与外海华文媒体的合作与交流，未来，海

外华文媒体将肩负其更加深重的责任。正如《澳华时报》的

发行人祝敏申所说：“在 1996 年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一份

新移民控制的报纸，舆论倾向几乎是一边倒。在一些重大问

题上也不利于发出正面声音。”而现在，“华文媒体可以借助

自己在澳、中两方的各种社会关系，充当联系两国友好合作

的桥梁，在促进双边关系上做文章”。[1] 

此外，由于国际上传统报纸媒体的发展式微，通过与国

内媒体的合作，也是澳洲华文报纸寻求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所以，国外华文媒体与中国媒体行业的合作将成为其发

展的一大趋势。 

 

 
 

四  结  论 
随着中国日益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旅游

者已经迅速上升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海外客源之一，中国投

资者也日渐成为澳洲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1]中澳发

展已经进入一个上升期，澳洲华文报纸在其中将能起到重要

的作用。 

因此，发展澳洲华文媒体，除了满足越来越多的澳洲移

民、留学、工作等华人的信息需求，使其成为与祖国的纽带，

也能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中介，加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

伐，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国际环

境。重视澳洲华文媒体的发展，将有助于更有效的实现我国

对外宣传，形象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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