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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澳大利亚人口迁移述评 

吴  佳 

[内容摘要]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战后在国际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之下，澳大利亚迎来了

移民的又一个高峰期。本文试图在了解战前澳大利亚移民状况的前提下，重点分析战后移民

的情况，从而得出在“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所提供的好的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教

育环境、医疗卫生设施等将迎来更多的移民的结论。 

[关键词] 战后 澳大利亚 人口迁移 国际人口流动 

 

人口迁移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

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间之所以出现亿万人

口国际大迁移，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技术进

步、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展的结果，也表现出阶段

性特征。学术界有学者认为：自 15 世纪末以

来，世界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有三次，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的第一次，19 世纪中叶

到 20 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二战后至今的第三

次。 

世界人口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其核心与

实质是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

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商

品、资金、信息在世界市场中的流动分不开

的。经济全球化使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跨越

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劳动力作为创

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是生产力诸要素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与 90 年代不断加剧的全球

化浪潮相互呼应，国际人口迁移呈现出许多

新特点：（1）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口国际

迁移的流向是由宗主国向殖民地迁移，60 年

代后国际移民的主流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

国家的迁移，发达工业化国家成为国际移民

的首选国；（2）劳动移民成为移民主体；（3）

全球劳动力市场构建了多元化的新移民。[1]

这些新特点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

的缺失是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并

不是唯一的因素。 

人口迁移是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在

全球化过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不管是否

愿意都会被卷进去，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掀

开澳大利亚移民第一页的英国人，1788 年 1

月 26 日，英国政府任命的澳大利亚第一任总

督菲利普率领的船队在澳大利亚悉尼港登

陆，揭开了澳大利亚移民的序幕。自从 1788

年以来，共有 600 多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

其中400多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的。

这些移民来自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其中一

半以上来自非英语国家。总的来说，澳大利

亚的移民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是从1788年第一批白种人抵达澳大

利亚开始，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在这个阶

段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没有任何限制，而且

大部分是来自英国。第二个阶段是 19 世纪 50

年代初，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由此引发了大

量的移民来淘金。澳大利亚的第三次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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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大量的非英语

背景的人进入澳大利亚。在 1973 年澳大利亚

废除白澳政策后，这时的澳大利亚迎来了更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是澳大利亚的移

民的第四个阶段。应该说，作为世界移民潮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移民

潮所呈现得的阶段性，与世界全球化的分期

不谋而合，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全球化下

的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的体

现。 

一、二战以前的澳大利亚人口概况 

在英国人来到澳大利亚以前，生活在南

方这个神秘大陆上的是当地的土著人。1788

年英国人在此登陆后，不断地向这里送罪犯，

同时自愿来这里的人们也不断增多，具体人

数变化见图表： 

    表一：澳大利亚：人口增长和实际移民

人数，1788—1950[2] 

时    期 
期末（12 月 31 日） 

人口总数 

全期人口年增长率 

百分比 

全期人口因实际移民

的年平均增长率百分

比 

1788—1790 2056 - - 

1791—1800 5217 9.76 7.76 

1801—1810 11566 8.29 6.29 

1811—1820 33543 11.24 9.24 

1821—1830 70039 7.64 5.64 

1831—1840 190408 10.52 8.52 

1841—1850 405356 7.85 5.85 

1851—1860 1145585 10.95 8.95 

1861—1870 1647756 3.70 1.37 

1871—1880 2231531 3.08 1.11 

1881—1890 3151355 3.51 1.60 

1891—1900 3765339 1.80 0.08 

1901—1910 4425083 1.63 0.11 

1911—1920 5411297 2.03 0.46 

1921—1930 6500751 1.85 0.56 

1931—1940 7077586 0.85 0.05 

1941—1950 8315791 1.63 0.46 

资料来源：《人口统计》，1949 年版；《澳

大利亚统计摘要季刊》，1952 年 3 月份；在“全

期人口因实际移民而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

一栏内，1861 年以前的按数字是按假设每年

人口自然增殖率为 2%计算的。 

表二：1991 年澳大利亚居民使用英语以

外的语言统计表（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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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人数 

意大利语 420442 

希腊语 286376 

广东方言华语 180530 

阿拉伯语（合黎巴嫩语） 163279 

日尔曼语 117450 

越南语 110637 

西班牙语 91117 

马其顿语 64498 

克罗地亚语 63192 

菲律宾语 59697 

资料来源：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

民族出版社，2004 年。 

表一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在 1850

年以后人口有了飞速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淘

金热”的缘故。如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第一

个高潮也是在这个时候。1852 年，澳大利亚

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到1854年为止，

大约有 7000 名华人来到澳大利亚， 到 1855

年，又有 8000 人抵达，使在澳的华人总数达

到 18000 人。[3]这十年澳大利亚共增长了

740229 人，而据保守数据估计在“淘金热”

的十年里，华人来澳最少有 5 万人，占整个

移民的 6.76%。但同时了解到，在一战和二战

之间，因为战争的缘故，移民数量减少，澳

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也相应的降低。 

在表二中我们列出了，除英语以外，澳

大利亚的几大语言的使用情况，澳大利亚是

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说

这些语言的人们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

呢？从 1788 年开始，不断有移民移居到澳大

利亚，但第一个真正的移民高潮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淘金热”时期。有资料显示，意

大利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华人

等人群大批移居澳大利亚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中以华人的数量最多，上文中已经对这一

时期华人移澳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据考证，

中国的首批来澳的移民也是在这个时候，

1848年10月2日是首批华工抵达澳洲的确切

时间。[4]在“淘金热”的十年中，意大利人

也大批地来到澳大利亚，但人数上没有华人

的多，同时，第一批来澳的时间却比华人要

稍晚一点，虽然都是在 19 世纪的 40 年代，

当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澳大利亚。日耳

曼人在1838—1839年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澳

大利亚，第一批就有 500 人。 

二、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人口迁移情况 

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全球化的市

场经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

欧美、日本等国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

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移民的增长是市

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对于华人移居澳大利

亚也具有同样的原因。同样全球化劳动力市

场的发展，对移民的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澳

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就

是地广人稀，当发现金矿时，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从 19 世纪

华工来到澳大利亚淘金开始，就呈现出劳动

力人口流动的趋势。战后经济的发展，如经

济建设和建筑工程大多都在战争中被搁置

了，现在要加以恢复，需要劳动力，特别是

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利亚通过不

断调整本国的移民政策，来调整对移民需求

的比例，不断增加对技术移民的配额，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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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诸如“技术和经营移民”计划，以吸

收海外技术移民。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人口达到 700 多

万。澳大利亚在二战后从心理上出现了与以

往不同的变化，但吸收移民时，首先还是考

虑英国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运力量

严重短缺，这使人口从英国向澳大利亚的流

动速度大为降低，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扩大

移民的范围，先是扩大到中欧和东欧，然后

是南欧，后来与扩大到中东以及其他地方。[5]

战后移民的数量波动也较大，总的来说，跟

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具体变

化看图表： 

表三：1947 年至 1969 年澳大利亚接受的

移民情况

地区 移民人数（万） 

英国人 78.7 

英联邦国家 8.29 

北欧 24.8 

东欧 30.71 

南欧 51.92 

亚洲 5.5 

资料来源：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33

页。 

表四：澳大利亚移民简况（1967—1985） 

时间 移民数（万） 

1967—1970 15 

1975—1976 5.3 

1981—1982 10 

1984—1985 7.6 

表五：澳大利亚人口年龄结构变迁[6] 

1947 1966 1986 1991 1947—1992 总人口 

（年龄） 千 百分比 千 百分比 千 百分比 千 百分比 增加比例 

0-14 1899.1 25.1 
339

2.5 
29.5 

363

6.8 
23.3 3727.4 22.1 1828.3 1.96

15-24 1204.6 15.9 
190

2.1 
16.5 

259

8.9 
16.7 2685.3 15.9 1480.7 2.23

25-44 2253.7 29.7 
297

1.7 
25.8 

475

2.7 
30.5 5290.6 31.4 3036.9 2.35

45-64 1611.9 21.3 
229

7.7 
20.0 

296

7.0 
19.0 3245.1 19.3 1633.2 2.01

65 岁以

上 
610.1 8.0 

986.

4 
8.6 

164

6.7 
10.6 1900.9 11.3 1290.8 3.12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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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澳大利亚人口：移入、移出、净增[7] 

年份 移入 移出 净增 每年净增百分比 

1947-1959 1448.8 - - - 

1960-1966 808.4 112.1 696.3 99.5 

1967-1971 807.0 170.8 636.2 127.2 

1972-1976 494.7 188.0 306.7 61.3 

1977-1981 402.7 114.6 288.1 57.6 

1982-1986 450.0 108.5 341.5 68.3 

1987-1991 645.3 212.0 524.3 104.9 

资料来源：A·勃罗斯基和 J·舒，《澳大利亚人口趋势及前景》（1991 年） 

在表六中， 我们不难发现， 在战后的

60 年代移民人数大大增加，70 年代初澳大利

亚废除了“白澳”政策，调整了移民规定，

但由于 70 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本土经济衰

退的原因，澳大利亚移民的数量在 1972—

1976 年间增长得不是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一

时期欧洲的经济又有所恢复，部分的欧洲移

民在这时选择回归，所以移出的人数反而是

各个时期中最多的，80 年代后移民人数一直

持续增长。 

华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淘金热”

时期，来澳的华人数量是非常多的。 

华人数量的猛增，与“淘金热”的萧条

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新南威尔士在 1861 年

就通过了限制华人法。 

表七：1861—1901 年华人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情况 

地区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新南威尔士 12888 7220 10205 13157 10222 

维多利亚 24732 17826 11959 8489 6347 

资料来源：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4 年。 

说明：此材料包括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

人 

通过这两个州的排华措施，华人人数被

有效的控制了，这只不过是整个澳大利亚排

华的缩影，从 1888 年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区

开始统一排华，并在 1901 年通过了《移民限

制条例》，“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一项

基本国策，开始实施起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移民限制条例》已不是专门针对华人

的条例，而是扩展到对待所有的有色人种。

据统计，从 1901 年开始到二战结束，在澳的

亚洲人大量减少，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 

随着二战的结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也在不断的调整，之前谈到移民的范围不断

被扩大，包括对华移民政策的调整。1976 年，

受越南战争、西贡沦陷的影响，大批印支难

民涌入澳洲，澳大利亚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原

因收容了大约 9 万难民，其中华人占了大多

数，约 80%。据资料，到 1986 年澳大利亚有

华侨华人 21.7 万。随着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移民选择的标准也随之

发生变化，但是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是澳大

利亚两大主要移民类别。因此，澳大利亚的

华人新移民以经济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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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移民）与家庭移民为主。澳大利亚之所以

会选择以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作为移民澳大

利亚的首选移民，还是跟澳大利亚社会状况

有关，跟澳大利亚的国情相关的。用经济全

球化的理念来解释，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从欧美、日本等国家不断渗透到发

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移民

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对于华人

移居澳大利亚也具有同样的原因。同样全球

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移民的增长有着重

要影响，劳动力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也必将

是一个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澳大利亚作为一

个中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就是地广人稀，

当发现金矿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从 19 世纪华工来到澳大

利亚淘金开始，就呈现出劳动力人口流动的

趋势。战后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需

要，特别是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

利亚通过不断调整本国的移民政策，来调整

对移民需求的比例，不断增加对技术移民的

配额，特别设置了诸如“技术和经营移民”

计划，以吸收海外技术移民。 

欧洲人 

表八：1787-1988 年澳大利亚居民的分类 

民族出生 1787 1846 1861 1891 1947 1988 

原住民 100.0 41.5 13.3 3.4 0.8 1.0 

盎格鲁-克尔特人  57.2 78.1 86.8 89.7 74.6 

其他欧洲人  1.1 5.4 7.2 8.6 19.3 

亚洲人  0.2 3.1 2.3 0.8 4.5 

其他人   0.1 0.3 0.1 0.6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人数（千人） 500 484 1328 3275 7640 16300 

资料来源：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4 年。 

我们这节要讨论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

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1）除华人外，意大利人在 19 世纪是

非英国移民的最大民族集团，而且现在还是

非英裔民族中最大的民族集团，几乎三分之

二的意大利人都在战后 1951-1961 年期间移

居澳大利亚的。 

跟华人一样，也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

“淘金热”时候，最早的一批意大利人来到

了澳大利亚。但整个 19 世纪来澳的意大利人

人数还是很少的，因为此时去美国的意大利

人以达到上百万，而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

却只有万人而已。而到了二战后，情况发生

了变化，在 1947-1980 年期间，澳大利亚接

受了 2917055 名在国外出生的新移民，其中，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移民占

37%，意大利移民占 9%。[8]此时，已经成为

英国移民外的第二移民集团。 

（2）希腊人和华人、意大利人一样，也

是在 19 世纪“淘金热”时期来到澳大利亚的。

但从 1947 年起，移民速度加快，成为战后移

民澳大利亚最快的民族集团之一，有 90%的

希腊人都是在二战后移入澳大利亚的。 

（3）日耳曼人比华人、意大利人和希腊

人晚到澳大利亚。早在 19 世纪末，美国的社

会学家莱文斯坦就试图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

行总结，同样，作为国际移民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的日耳曼移民也遵循着国际移民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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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

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推力”

因素包括政局不稳、经济衰退、自然灾害以

及其他特殊的因素。日耳曼人为避免宗教迫

害，第一批就有 500 人，在 1838-1839 年来

到澳大利亚。目前，日耳曼人是澳大利亚第

五民族集团。 

（4）也是在某种“推力”的影响下，第

一批波兰人来到了澳大利亚。1830 年 11 月

29 日在华沙举行的反抗俄国统治失败的政治

犯，这种“推力”就是因政局不稳，而躲避政

治迫害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二批来澳的波兰

人也是在“淘金热”时期，接着，在 19 世纪

的 90 年代，20 世纪的 30 年代也有不少波兰

人陆续来到澳大利亚，但最大的移民浪潮同

样在二战后。这样的浪潮持续了 5 年左右，

从 1952 年开始，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限

制向外移民。所以说，移民行为明显受到原

居国和移入国双方政府的制约，战后澳大利

亚出现的移民潮，就是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移

民政策有关，同时，波兰人在 1952-1979 年，

移民澳大利亚的人数减少的原因也是因为国

家政策的限制，只不过，一个是移出国的限

制，一个是移入国的鼓励，结果显而易见。 

1973 年，移民部长格拉斯访问加拿大后，

将多元文化概念带到了澳大利亚，1989 年，

政府制定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国家

议程》，将多元文化上升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

策。1999 年《澳大利亚国家议程文件》重申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

卡斯尔斯和密勒在《迁移的时代》一书中将

人口国际迁移的政策模式分为三种：排斥模

式、共和模式多元文化模式。可以说，在澳

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历史中，经历过前两种模

式，在今天，在有利于移民迁移的多元文化

模式下，澳大利亚营造了更加宽容的移民环

境。在这样宽容的环境中，各个民族和睦相

处，共同来建设澳大利亚社会。 

澳大利亚人口迁移的趋势 

表九：北欧与亚洲移民占移民总数比例 

时间 北欧 亚洲 

1947-1951 年 7.5% 1.6% 

1951-1961 年 26.3% 2.3% 

1961-1966 年 0.8% 5.2% 

1966-1971 年 4.9% 11.2% 

1971-1974 年 0.5% 22．7% 

资料来源：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38

页。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

年间，亚洲移民每十年翻一番，从 24750 人

到 114200 人；欧洲移民变化较少，在前十年，

一直保持在60万左右，后十年反而有所下降，

只有 14 万多；美洲移民，在前十年人数翻了

一番，后十年人数基本持平。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经济的复苏，使得欧洲移民有了

一个回归，在亚洲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的政治环境下，移民人数持续增长。总

体来说，各民族移民澳大利亚的浪潮都是在

二战后，但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有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按照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论

来说，人口的迁移的程度、速度在很大程度

还是取决于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政策，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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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所提供的

好的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教育环境、医疗

卫生设施等将迎来更多的移民。输出国，拿

中国为例， 随着中澳两国的友好往来，澳大

利亚“面向亚洲”的政策不断的深入开展，

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将会有更加密切

的联系。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国的人员交往

也将进一步深入。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大陆到澳

大利亚留学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表十：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自费留学澳大利亚的人数 

时间 人数 

1984 年 245 人 

1985 年 423 人 

1986 年 876 人 

1987 年 4000 人 

1988 年 10000 人 

资料来源：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年，第 247 页。 

有学者认为，这样一批留学生将是未来

移民澳大利亚的主流。换句话说，留学生就

是潜在的新移民。用国际移民理论中的新古

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来解释，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

析，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

算，如果移民后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

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发生了。[9]留学

的动机也是类似的。人民币与澳元的汇率一

直很稳定，相对于留学欧洲、美洲的费用，

留学澳大利亚的花费要少很多。在澳大利亚

学习的话，平均来说，本科生每年的学费在 9

万-10 万人民币，硕士生的学费约为 10-12

万人民币/年。生活费各个城市有所区别，悉

尼和墨尔本每年的生活费需要 7-8 万元人民

币，其他城市的生活费每年大约 5-6 万元人

民币。[10]同时，澳大利大政府规定，留学生

平时可以每周工作 20 小时，可以从事的种类

也很多。政府还规定最低工资是 10 澳元/小

时，澳大利亚的学校也给留学生提供校内工

作，工资一般在人民币 60 元/小时以上。[11]

到 2006 年，在网上的调查得出，中国学生留

学最想去的 23 个国家，澳大利亚排第二位，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前教育参赞李振平教

授认为，澳大利亚针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就业

压力，推出了 TAFE 等职业教育项目，吸引

学生前往。[12]所以，留学澳大利亚的人数不

断增加，这些未来潜在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