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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
‘

张 秋 生

内容提要 二 战以前
,

在
“

白澳政策
”

等因素的影响下
,

澳大利亚 华人基本上被剥

夺了参政的权利 二 战以后
,

随着中澳建交
、 “

白澳政策
”

的废除
、

特别是华人 自身整体

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 的提高
,

澳大利亚 华人的参政权利 日益 受到人 们 的关注
。

本文

系统地 阐述 了澳大利亚 华人 的参政历 程及 其特点
,

指 出 了澳 大利亚 华人参政的有利

条件和不利 因素
。

关 键 词 澳大利亚 华人 参政

在澳大利亚
,

少数民族的参政程度是由其经济地位
、

社会地位决定的
。

二战以前
,

移居澳

大利亚的中国人多为劳工
,

加之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
,

华人在
“

白澳政策
”

长期推行的情况下

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
,

参政根本无从谈起
。

二战后特别是 年中澳建交
、 “

白澳政策
”

废止

以来
,

澳大利亚华人在人 口数量
、

教育
、

职业
、

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生 了显著变化
。

尤其是新一代澳大利亚华人
,

他们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

享有澳大利亚公民的全部权利
。

随

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

经济力量的增强
、

人权观念的勃兴和 自身参政意识的觉醒
,

澳大利亚华人

逐步认识到
,

为了保护华人社群的整体利益
,

争取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益
,

他们需要关心政治
,

这是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的主要动因
。

而澳大利亚长期实行强制性的选民登记与投票

制度及多元文化政策
,

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包括华裔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对政治的关注与参

与
。

此外
,

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还与 自身对融人主流社会的认同有密切的关系
。

澳大利亚历史上很早就有华人参政的记载
,

如朱俊英曾于 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上

议院议员
,

他是进入澳大利亚国会的第一位华人
。 ① 年

,

陈天福出任达尔文市市长
,

为最

早担任市长一职的华人
。

但总体上说
,

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起步较晚
,

其规模亦难与东南亚
、

美国华人的参政规模相比
。

世纪 年代以后
,

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显现出蓬勃发展
、

方兴未

艾的局面
,

出现了像沈慧霞
、

余瑞莲这样杰出的华裔女议员
,

像 岁就步入政坛的刘威廉这样

的澳大利亚华人史上和联邦议会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

而且各州均有华人当选为州议员
,

特

别是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曾筱龙经过华人各界的大力推戴
,

于 年当选为悉尼市副市长
,

这是澳大利亚建国二百余年来华人取得的最重要职位
。

这说明澳大利亚华人已认识到在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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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里少数民族参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

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的参

政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
。

同时
,

由于历史原因与社会因素
,

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还面临着种种

严峻的考验
。

二战后
,

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专业知识 阶层的形成

二战前
,

澳大利亚华人多属劳工阶层
,

他们深受知识水平低之苦
,

因而对下一代的教育备

加重视
,

含辛茹苦地供子女读书
。

因此
,

在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二代
、

第三代华裔
,

大多受过高等

教育
。

他们踏人社会后
,

不再局限于所谓
“

华人职业圈
” ,

即餐馆
、

商贩
、

茶农等传统行业
,

而是

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跻身于白人一统天下的
“

澳洲人职业圈
” 。

其职业构成从过去的
“

三把刀
”

菜刀
、

剪刀
、

剃刀 发展为
“

六个师
”

律师
、

工程师
、

医师
、

会计师
、

高级技师和大学教师
。

世纪 年代以后
,

一批来 自东南亚和香港
、

新西兰等地的华裔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
,

他们学成后获得居留权
,

便留在当地谋求发展
。

年代以来
,

从香港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移居

澳大利亚的华人中
,

有很多人是具有专业技术或工商行政管理经验的精英 从中国大陆和台湾

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士
,

亦不乏高学历者
。

而且
,

这些人多在澳大利亚教育界
、

科技界
、

医药卫生

界
、

工程技术界
、

法学界和商界谋职
。

这样
,

在澳大利亚华人总人 口 中专业人士所占的比例
,

远

远超过二战前和 年的水平
。

据西悉尼大学冯兆基教授等主持的《在澳中国留学生实况总

体分析 》载
,

中国大陆赴澳新移民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占
,

其中 为硕士研究生

具有高级职称者占
,

有中级职称者占 ① 现在
,

仅在新南威尔士州高校及科研机

构中任职并已获高级职称的华人就有 人以上
。

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力地增强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意识
,

并直接影响到参政的效果
。

刘威廉
、

沈慧霞和邝鸿锉
、

曾筱龙等一批参政成功者均为杰出的华裔专业人士
,

这充分说明了

知识的重要性
。

在这方面
,

新一代澳大利亚华人比其前辈们具有明显优势
,

他们不仅受过良好

的教育
,

而且他们的语言
、

思维模式和思想观点正逐步当地化
,

从而成为华人融人澳大利亚主

流社会的中坚力量
。

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理念与要求已不同于其一向轻视政治的父辈
,

而是

与所在国的政治潮流相接近
,

并了解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

懂得
“

民权不

是靠赐与的
,

而是靠积极参与争取到的
” 。

通过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排华史
,

他们看到了政

治权利对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

认识到要想进人当地主流社会
,

在各级政府和议会

中必须要有本民族的代言人
,

因而毅然决定投身于政界
,

为自己的民族说话
。

正是由于这样一

批华人知识分子的出现
,

华人的参政意识才 日渐增强
,

使其参政具有了厚实的基础
。

同时
,

华

人精英从政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也带动了各个不同阶层的华人关注和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

二 参政成员构成的多样化

澳大利亚华人积极参政兴起于 世纪 一 年代
,

年代出现高潮
,

在澳大利亚各州均

有多名华人进人政界
。

从他们的年龄
、

性别
、

出生地和职业构成等方面看
,

既有青年
,

也有中老

年 既有土生华人
,

也有第一代移民 既有男子当选市长
,

也有妇女进人议会 既有律师
、

医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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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竞选
,

也有商业家和学者步人政坛
。

华裔青年和妇女踊跃参政并取得杰 出成就
,

是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勃兴的重要里程碑
。

年
,

年仅 岁的华裔青年刘威廉在昆士兰州 国家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举击败 名竞

争对手
,

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
,

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华人史上继朱俊英之后进人联邦议会的第

二人
,

也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
。 ①刘威廉当选后

,

澳大利亚各主要报

刊都对他作了专题报道
,

将他称为国家党的后起之秀
、

澳大利亚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

华裔妇女沈慧霞和余瑞莲分别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的上院议员则从另一

个侧面显示了华人参政的整体实力与水准
。

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
,

约有 万华人
。

但在全澳最早的立法机

构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中
,

却长期没有华人的代表
。

担任新南威尔士州 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

州

高级法院大律师和北悉尼高等技术学院教师等职的沈慧霞决心用 自己的行动唤醒华人的参政

意识
,

并向澳大利亚人证明
,

华人不仅有参与政治 的责任感和热情
,

也有管理国家的能力
。

年
,

沈慧霞被 自由党提名为该党竞选新南威尔士州上院议员的候选人
。

由于沈慧霞是亚

裔
,

又是第一代移民
,

且只有 名 自由党议员任期届满需改选
,

她却在候选人名单上排列第七
,

因此当时的形势对她并不是很有利
。

然而
,

经过 个月的激烈竞争
,

她最终以 万张选票

从 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

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州议员
。

余瑞莲 年从新加坡赴澳大利亚求学
,

先后取得医学学士和法学博士等学位
。

毕业后

她留居澳大利亚
,

行医多年
。

由于职业缘故
,

她和社会各阶层接触广泛
,

对澳大利亚社会的许

多问题具有 比常人更加全面和深人的了解
。

在 世纪 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参政热潮的影响

下
,

余瑞莲萌发了参政的想法
,

于 年加人 自由党
,

并很快显示 了出众的政治才华
,

成为党

内骨干
。

年 月
,

南澳大利亚州上院举行补充退休议员席位的竞选
,

余瑞莲被推举为 自

由党候选人参加角逐
,

她以其卓越的成就与雄辩的演讲征服了选民
,

一举战胜 位男性对手
,

成为南澳大利亚州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议员
,

开始了为期 年的议会生涯
。

如果说以刘威廉
、

沈慧霞
、

余瑞莲为代表的一批华裔青年
、

妇女步入政坛仅说明了华人参

政的广度
,

那么邝鸿锉
、

曾筱龙竞选达尔文市市长和悉尼市副市长并获得成功则反映了华人参

政的力度 与深度
。

邝鸿锉是澳大利亚第三代土生华人
,

年进人阿德雷德苏格兰学院深造
,

毕业后回到

达尔文市从事商业活动
,

成为当地颇有财力 的商人
。

年初
,

邝鸿锉开始涉足政坛
。

年
,

他成功地当选为达尔文市市长
。

在此之前
,

曾有华人陈天福于 年出任过该市市长一

职
,

但当时达尔文市还未成为首府市
。

因此
,

邝鸿锉便成为全澳有史以来首位首府级市的市

长
。

上任后
,

邝鸿锉进行了广泛的民情调查
,

认真听取各族代表的意见
,

了解他们对市政府的

要求
。

他全力推行多元文化政策
,

在处理政务上
,

以维护全市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
,

并

注意照顾到不同族裔的实际情况
。

在他任市长期间
,

该市各族裔关系融洽
,

从未出现过种族歧

视和种族纠纷事件
。

他的出色工作和高尚人品赢得了市民的尊重与爱戴
,

并获得达尔文市
“

荣

誉市民
”

的称号
。

年
,

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

蝉联达尔文市市长
。

曾筱龙祖籍广东
,

岁时 自香港负岌到澳大利亚读书
,

年考人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

系
,

后又进人悉尼大学建筑系深造
,

获建筑学高级文凭
,

并成为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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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

为维持生活和学业
,

他半工半读至大学毕业
。

艰辛的生活使他懂得
,

华人只有 自强不

息
,

打人主流社会
,

才能被当地社会承认
。

多年来
,

尽管他设计过许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

但他

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
。

他精心设计了悉尼唐人街牌坊
、

悉尼西区大型天后宫
、

卡巴拉玛打市场

牌楼及澳华疗养院等
,

备受澳大利亚华人和各界人士喜爱与好评的悉尼
“

中国花园
”

的设计也

出 自他的手笔
。

作为工党党员
,

曾筱龙因其杰出的成就
,

于 年被提名为参加角逐悉尼市长和市议员

的首席候选人
。

当被问及参政 目的时
,

他明确表示
“

现在澳洲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
,

华人社区

应该不断向澳洲社会显示其经济与政治实力
,

以主人公 的姿态在澳洲社会 占据应有 的地

位
” ① 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

“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

加强华人团结
,

为华人寻找福社
,

促进悉尼

市繁荣安定并扩展和美化华埠
。 ” ② 这一主张得到了选 民的拥护

,

特别是悉尼华人社团抛弃门

户之见
,

大力拥戴曾筱龙
,

使其顺利当选为市议员
。

随后
,

他作为工党唯一人选议员
,

参加有

名竞争者的市长竞选
,

后仅以一票之差而屈居副市长职位
,

成为悉尼开埠 巧 年来当选为副市

长要职的第一位华人
。

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在参政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

由于政绩卓

著
,

在 年 月举行的悉尼市市长年度选举中
,

曾筱龙又连选连任
。

除此之外
,

在 世纪 卯 年代
,

还有华裔商业家苏西
、

学者陈英群
、

优秀青年陈德同分别当

选为墨尔本市
、

吉朗市和阿林活市的议员
。

年 月澳大利亚联邦人权及平等机会委员会

反种族歧视专员邝惠莲出任新南威尔士州法官 澳大利亚第一位华裔女法官 ⋯⋯③ 这一系

列杰出成就充分说明
,

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在 世纪 年代已进人了一个新时期
。

三 参政层面 的广泛性与参政形式的多样性

澳大利亚华人参政并不限于进入议会或政府机构
,

而是在各个层面上展开
。

而那些参政

成功者
,

也多是以参与各个层面的活动为基础
,

积累丰富经验后步人政坛的
。

如余瑞莲以医生职业为有利条件
,

经常深人民族社区
,

用 自己的高度责任心和精湛医术赢

得华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信任和尊敬
。

同时
,

她积极参与南澳大利亚州的卫生保障等方面

的社会福利工作
,

抨击执政的工党关于高福利以及劳动者工会的现行政策
,

认为高福利会导致

一部分人的懒惰
,

有碍公平竞争和社会进步 工会制度排挤了未加人者
,

使其在就业等方面的

权益得不到保障
。

她还在医疗服务和移民问题等方面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

这一切使她拥

有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

为后来走上政坛打下了基础
。

曾筱龙更是如此
,

他在出任市议员和副市长之前
,

就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
。

他曾担任

新南威尔士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

为维护华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大量工

作
。

他提出市政府应广开言路
,

发展并完善咨询制度
。

他经常深人各少数民族社区
,

听取不同

阶层
、

不同职业民众的建议
,

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断大声疾呼
,

多方奔走
,

促使政府和社会关

注并尽快解决问题
。

他曾就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
、

种族歧视及人权问题多次通过新闻媒介发

表意见
,

特别是与反亚裔的议员史东
·

布兰尼教授在电视上就移民问题进行的辩论
,

在整个澳

大利亚引起了强烈反响
。 ④ 他特别关心华人社区的发展

,

为唐人街的改造和美化做了大量工

作
,

并及时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赢得了华人的尊敬
。

为表彰他对少数民族社区

① 张秋生 《澳洲华人参政运动中的一颗新星 》
,

载《华人之声 》
,

卯 年第 期
。

② 庄炎林主编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 》大洋洲与非洲卷
,

第 页
。

③ 参见《华人月刊 》香港
,
望辫 年第 期

。

④ 参见庄炎林主编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 》大洋洲与非洲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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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贡献
,

澳大利亚政府于 年 月授予他 勋衔
。

华人史学家颜清涅为反对种族歧视和加强华人社会的团结
,

于 年底和杨 日文及华人

会计师乔伊斯
·

何女士创办了当地首家华人社团
—南澳 中华会馆

,

并担任会馆主席 年
、

副

主席 年
。

在职期间
,

他在政府资助下
,

开办中文学校
,

传播中华文化
,

开展慈善活动
,

安置了

大批印度尼西亚难民
。

他以南澳侨领身份向当局力争
,

使阿德雷德大学于 年将汉语列人

教学计划
。

颜清涅深知华人只有团结互助
、

重视社会活动
、

争取发言权
,

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平

等权益
。

经过不懈努力
,

颜清涅作为亚裔代表
,

被聘为南澳大利亚州教育部下属的半官方的多

元文化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南澳大利亚州警察与少数民族咨询委员会委员
。

年
,

他又

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移民与民族事务部长委任为审查委员会委员
。

颜清涅利用 自己的地位积

极参政
,

向政府反映华人的要求与呼声
,

为维护华裔与亚裔的合法权益而奔走
,

赢得了华人社

会的尊重

高级会计师杨锦华长年活跃于维多利亚州华人社会
,

并担任华人社团和政府机构的多项

职务
。

他创办了全澳第一所华人
“

安老之家
” ,

担任过维多利亚州
“

侨友社
”

主席和澳大利亚民

族电台华族组组长
,

发起创建澳大利亚第一个社团联合会 —维多利亚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以

下简称华联会
。

杨锦华主张华人应积极参与当地事务
,

争取发言权
。

他支持华联会举办参政

工作讲座
、

澳大利亚政治体制研讨会等活动
。

他坚信
,

这些活动将有助于提高华人的参政水

平
。

同时
,

他还积极谋求与其他族裔社团的交往
。

从 年至今
,

他先后担任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移民与民族事务部直属的维多利亚州移民资源中心财政主管及主席
,

负责利用政府拨款

协助各族移民开展社团活动
,

并兼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福利顾问委员会委员
、

维多利亚州司法

部纠纷仲裁组成员
。

他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各族裔移民的意见和要求
,

使许多纠纷得到了公

正
、

合理的解决
。

澳大利亚华人对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

有力地抵御了少数种族主义分子的攻汗
。

正如沈

慧霞所说
“

积极参与各层面的政治活动
,

是唯一充分代表我们的意愿不被忽视的途径
。 ” ① 华

人参政及其所显示出的才华赢得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尊重
,

华人的地位也 日益提高
。

澳大

利亚 自由党人福
·

纪
·

奈尔评价沈慧霞说
“

有海伦 即沈慧霞 这样一个华人在议会中十分重

要
,

她代表着那些华人和讲华语的亚裔人士的意见
。

她干得很棒
,

做到下情上达
,

其性情友善
,

勇于进取
,

令人赏识
。 ” ② 澳大利亚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华人社区的作用

。

年 月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竞选期间
,

代表 自由党一国家党联盟参加竞选的霍华德曾亲临
“

中国城
”

发表竞选演

说
,

并表示将在华人社区发展 自由党支部
,

以争取华人的支持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移民与民族

事务部部长鲍格斯也在 年初
“

澳华公会
”

举办的一次集会上高度评价华人移民对澳大利

亚所起的积极作用
,

并敦请与会的华人代表尽快加人澳大利亚国籍
。

四 以党派为政治依托及华人群体的支持

澳大利亚实行多党制
,

党派林立
、

竞争激烈是其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
。

但是长期以来
,

争

雄于该国政坛的主角却是工党和 自由党
。

因此
,

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架构

比较完善的国度里
,

作为一百多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华裔要想融入主流社会
,

走参政
、

从政之路
,

为华人说话
,

仅有参政的热情和能力还是不够的
,

必须选择与自己 目标一致
、

具有实力的政党
,

① 〔马来 〕《星洲 日报 》
,

以〕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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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治认同
,

依靠党派力量参加竞选
,

才易于取得成功
。

关于人党与参政的重要关系
,

沈慧

霞指出
“

因为国家的政策是由党提出
,

而党的政策是由党员作出的
,

如果不在党 内
,

根本没可

能提出自己的意见
,

无论哪一个党都一样
。

我参加 自由党是因为坚信该党原则
。 ” ① 第三代华

裔刘威廉从小就受到西方政治的影响
,

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于 巧 岁

时加人国家党
,

将大量课余时间用在参与国家党的政治活动上
。

当同学们在娱乐嬉戏
、

欢度周

末时
,

他却在忙于各种政治聚会和党内事务
,

并显示了出众的组织才能和独到的见解
。

他曾担

任昆士兰州国家党商业及经济委员会秘书
。

大量的党内活动锻炼了刘威廉
,

为他 日后成功进

人议会奠定了基础
。

和刘威廉不同
,

身为第一代移民的职业妇女沈慧霞和余瑞莲
,

以前并无从政的热情和愿

望
。

但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使她们懂得了参政对华人的重要性
,

激发 了她们参政的责

任感
。

而只有积极参加当地事务
,

通过与澳大利亚人的接触和交流真正了解澳大利亚社会
,

并

依靠党派支持
,

才能更易于参政和赢得成功
。

年
,

岁的沈慧霞决心加人 自由党
,

而余瑞

莲直到 年五十多岁时才加人 自由党
。

应该说
,

不懈的努力和实践磨炼出来的政治才华
,

加上党派的支持
,

才使她们取得了参政的成功
。

曾筱龙也是如此
。

在竞选市议员和市长之前
,

虽然他在澳大利亚建筑业界已闻名遐迩
、

成

果卓著
,

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

为维护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大量工作
,

但

他并未参加任何党派
。

年参政前的大量切身经历使他认识到
,

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参政来

争取平等权利和改善政治
、

经济地位
,

而参政又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依托
。

经过慎重考虑
,

他选

择参加了澳大利亚最大的政党 —工党
,

并作为该党的首席候选人在悉尼市政府改选 中脱颖

而出
,

当选为悉尼市副市长
。

广大华人的支持和华人社区的内部团结
一

也是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成功的基本条件
。

过去在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门户分歧明显
,

内耗严重
,

参政难以成功
。

近年来
,

澳大利亚华人中的有识

之士在参与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中已认识到
,

如果华人社群内部仍如一盘散沙
,

将会一事无

成
。

因此
,

他们纷纷寻找提高华人基本素质和增强华人群体凝聚力的途径 有的人士通过《华

声报 》
、

《汉声 》等媒体来深化华人团结一致的参政意识 有的人士利用社团活动扩大选民登记

的宣传
,

派志愿人员挨家挨户游说
,

鼓励选民去登记
,

提高了澳大利亚华人的群体意识和参政

意识
。

在曾筱龙竞选期间
,

除得到大批华人选民拥戴外
,

同时一些知名侨领也为支持他而放弃

了竞选
。

如在前届悉尼市议会选举时
,

另一知名华人何健刚与曾筱龙同时参选
,

相互争夺华人

选票
,

分散了力量
。

在 年竞选时
,

何健刚主动退让
,

曾筱龙对他的明智做法表示了赞赏和

谢意
。

另外
,

曾筱龙还对前任新南威尔士州华裔 自由党女议员沈慧霞表达了
“

不管党派异同
,

均要团结全体华裔
,

竭诚为华裔服务
”

的愿望
。 ②

世纪
、

年代以来
,

一批杰出的澳大利亚华人陆续步入政坛
,

引起了海内外华侨
、

华

人研究领域学者的重视
。

他们认为
,

这些成就标志着澳大利亚华人政治意识的新觉醒
,

是澳大

① 《华人月刊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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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华人参政历史上的里程碑
。

我们在关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成就之深远意义的同时
,

也必须看到华人参政道路上仍存

在一些巫待解决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问题
。

如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仍存

在着种族偏见 传统的过客心态和小农思想使不少华人对竞选不抱积极态度 大批华人新移民

忙于生计
,

无暇顾及政治 海峡两岸政治因素的影响
,

等等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华人群体内部

的团结与凝聚力已成为澳大利亚华人和其他海外华人参政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

一般来说
,

在主流社会中
,

少数民族参与政治事务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
,

但在所在国的民

主政治架构中
,

只要华人坚持不懈
,

同心协力
,

终有机会取得成功
。

而且
,

在澳大利亚华人参政

方面也有许多有利因素
,

如华裔人 口大量增加
,

目前已达 万人 西方的多党制度弊政丛生
,

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均无能力解决失业
、

通货膨胀
、

外贸失衡
、

预算赤字等主要 内政问题
,

同

时
,

政府取代政党的功能
,

利益团体的出现
、

私人企业化竞选组织 的兴起
、

各种大众传媒的运

用
,

都削弱了政党的功能
,

增加了华人参政的机遇 随着更多外来移民进人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

的民主空间将更为广阔
,

白人种族主义难成气候
,

华人将有更开放
、

更公平的参政机会 许多华

人社团领袖均学有专长
,

对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政治团体的运作 日趋熟悉
,

参政能力 日趋成熟
,

提高了参政的成功率
。

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已使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华人认识到
,

团结一致和积极参政是争取

华人 自身权益
、

消除自身危机的重要途径
。

但要取得成功
,

还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是解

决好 自我定位
,

抛弃视澳大利亚为异邦的
“

客居心态
” ,

融人澳大利亚主流社会
,

因为只有能接

受西方社会的人
,

才能被西方社会所接受
。

二是正确对待东
、

西方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

不能一

味迷恋中国传统文化
,

排斥西方文化
,

因为只有正确掌握和对待东
、

西方文化精髓与要义者
,

才

能更充分地展现其所长
。

三是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情来凝聚力量
,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

是被

海外华人认同的必须具备的基本情操
。

四是加强政治训练
,

提高组织能力
,

在西方政治制度

中
,

政治参与方式的复杂性并非华人以立党结社为主要参政方式所能适应的
,

华人必须培养 自

身的政治意识
,

经常参加政治活动
,

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

学会组织
、

协调
、

动员支援力量
。

可 以

相信
,

随着广大澳大利亚华人政治意识的不断提高
,

经过一批批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的努

力
,

澳大利亚华人将迈进一个不断 自我更新
、

通力合作
、

互相帮助
、

共同进步的新时代
,

澳大利

亚华人的参政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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