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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二战后加拿大废除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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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对二战后加拿大废除其沿袭多年的只注重从英国、法国等西北欧国家接纳白色移民 ,而拒绝接收

亚非拉等地区的有色移民的歧视性移民政策进行分析。以往类似文章着重对其国内因素进行阐述 ,而对国外因素

探讨从简。本文试图换一种角度 ,主要对其国外因素进行剖析 ,再对其国内因素作简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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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述加拿大的移民史及其废除歧视性

移民政策的经过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1608 年法国人尚普兰在魁北

克建立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殖民据点始就开创了欧洲人移民

加拿大的先河。后来英国人也尾随而来并于 1763 年击败法

国人 ,从而英国人成为北美北部即大概相当于现今加拿大版

图的新主人。随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人纷纷移民加拿大 ,从

而加拿大开始进入了自由移民的时期。1867 年加拿大自治

领成立。根据 1871 年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

明 ,英裔占全国人口的 60. 6 % ,法裔占 31. 1 % ,从而英裔、法

裔成为加拿大的两大建国民族 ,也是加拿大人数最多的两大

民族。[1 ]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加拿大全国人口仅有 368 万 ,因此

地域辽阔的加拿大政府在成立后不久就把吸纳移民作为其基

本国策。1869 年就颁布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部移民法 ,倡导

招揽移民 ,以促进加拿大的开发 ,这样加拿大开始了鼓励移民

的时期。1881 年加拿大决定修筑横贯其大陆的太平洋铁路 ,

当时招募了 17000 多名华工参与修筑 ,可是 1885 年铁路竣工

后 ,为了保持“白色加拿大人”的纯粹性加拿大议会就颁布了

旨在限制、排斥华人的《人头税法》,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部

充满种族歧视的法案。这标志着加拿大开始实行种族歧视性

移民政策。后来加拿大议会也采取了一些类似的限制日裔、

印度裔等亚裔的措施。出于开发西部大草原的需要和实现

“从海洋到海洋”的建国方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内地部长

希夫顿使出浑身解数到欧洲和美国招揽懂耕种的农民 ,以至

于来自欧洲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开荒种

粮 ,一时形成了加拿大历史上移民的最高潮。在 1901 - 1921

年共有 337. 1 万人移民加拿大 ,其中 1913 年就有 40 万之多 ,

这一记录是空前绝后的 ,至今尚未打破。当时除了大量英裔

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意大利裔、波兰裔、俄罗斯裔、犹大裔和乌

克兰裔等东欧和南欧少数族裔。这样移民的构成也就开始多

样化了。可是后来随着开发西部热潮的降温 ,加拿大政府开

始禁止华人入境。1923 年加拿大议会颁布了《排华法案》,使

华人入境难于上青天。据统计 ,1923 - 1947 年期间总共只有

44 名华人进入加拿大。这也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在移民政策

上实行种族歧视的顶峰时期 ,直到 1947 年加拿大政府才废除

此法案。战后 ,加拿大政府继续实行种族歧视移民政策。

1947 年前加拿大在移民政策上优待英国人。1949 年又把优

待范围扩大到法国人。1951 年把优待范围再扩大到其他西

北欧国家。1952 年颁布二战后第一部移民法 ,仍实行“最优惠

民族”政策 ,其内容基本上是对以前移民政策的重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国内外种种因素的作用下 ,加拿大

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逐步修改以至废除种族歧视色彩浓厚的

移民政策。1962 年颁布的新移民法规定 ,在吸纳非赞助性移

民方面 ,废弃其沿袭多年的基于国籍、种族和民族来选择移民

的标准 ,改为根据申请人的受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

等方面来确定是否予以接收。这样加拿大从此朝着彻底废除

其歧视性移民政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67 年的移民法

进一步废除了家庭团聚类移民中只有来自西欧、北欧和美国

的移民才可资助其远亲进入加拿大的条款 ,而改为所有各族

裔的移民均可资助其远亲进入加拿大 ,这样基本上废除了歧

视性的移民条款。还把移民分为三类 ,技术移民占主流 ,并开

始实行评分制。1976 年颁布的移民法对 1952 年的移民法中

歧视性的移民条款进行了全面修订 ,把 1962 年移民法所体现

的无歧视和普世性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此加拿

大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得以彻底废除 ,并开始了实行以吸纳技

3 收稿日期 :2007 - 09 - 12
　　作者简介 :龙瑞光 (1971 - ) ,男 ,江西宜春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加拿大移民史。



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的新移民政策。此后 ,亚裔、拉美裔和

非裔移民人数猛增并超过欧裔移民 ,而且一直保持至今。这

样加拿大成为一个在种族、族裔和文化上更加多样化的国家。

二、加拿大废除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国

外原因

加拿大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得以废除是国内外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换一种视角 ,拟着重从国外因素来

进行分析 ,再对其国内因素作简略分析。其国外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1.国际大背景下的种族、民族平等观念的兴起

二战结束后 ,一些欧洲、亚洲国家摆脱德、意、日法西斯的

蹂躏 ,赢得独立。50 - 60 年代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

动 ,使广大国家得以诞生 ,众多民族得以独立。独立后 ,广大

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南南合作 ,积极参与南北对话 ,并团结一致

进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力主以尊重主权、平

等互利等为准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 ,这样

促使所有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 , 一律平等的观念广为传播并

深入人心。

联合国也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倡

导并要求消除种族歧视在内的宣言与公约。它们分别是

1945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该宪章的第 55 条写

道 :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 ,不

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1963 年 11 月 20 日联合国通过了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1966 年 3 月 7 日通过了《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3 年 11 月 30 日又通过了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2 ]这三个文件具体规

定了消除一切形式基于民族、肤色、人种而产生的歧视行为。

认为基于民族、肤色、人种而产生的歧视是对人类的凌辱 ,应

被看作是否定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妨碍和平与安全行为而加

以谴责。而加拿大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理所应当有义务履

行上述文件所规定的消除种族歧视的重任。同时 ,这些宣言、

公约等的通过有力地推动了种族、民族平等的观念愈发传入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每一个角落 ,并使之得以巩固。然而

加拿大的带有浓厚国籍、种族、民族歧视性色彩的移民政策显

然与这一兴起的国际理念格格不入 ,因此废除其中歧视性的

成分已势在必行。

2.移民来源国自身都劳力严重不足

二战后西北欧的英、法等传统移民来源国自身都劳力严

重不足 ,因而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加拿大输出劳力。

首先 ,二战使欧洲国家军民伤亡之惨重以至于历史上任

何一次战争都无可比拟。伤亡巨大的原因 ,除了战争规模巨

大、持续时间长之外 ,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 ,出现了大量杀伤

力很强的新式武器。据统计 ,英、法、德等三国军队的伤亡人

数就达 1375 万 ,这三国军民的死亡人数就达 760 万。欧洲国

家军民共死亡 4700 万 ,其中苏联 2700 万。由于巨大的伤亡 ,

使各国青年的人数急剧减少。法国 25 - 35 岁的男子所占的

比重由 1936 年的 16. 2 %减少到 1946 年的 12. 3 %。德国 20

- 39 岁的男子在 1939 年占人口的 16. 1 % ,到 1964 年仅占 9.

7 %。[3 ]如此巨大的伤亡使欧洲国家自身劳动力的供应趋于紧

张。

其次 ,二战后西欧、北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促使各

产业部门对劳工的需求迅速增加。二战不仅使战败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的经济遭到了严重摧残 ,就连战胜国英、法的经

济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然而美国的经济在战争中急剧膨胀。

战后美国出于种种目的对西欧国家给予大量援助。根据马歇

尔计划 ,美国对西欧复兴经济提供了 125 亿美元的援助。这

些援助客观上帮助西欧恢复了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到

1950 年 ,各国经济已基本恢复甚至超越战前的水平。从 1950

年开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就逐渐进入了一个罕见的高

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 ,其持续时间之

长 ,范围之广 ,增长速度之高 ,都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

被经济学家们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

这一时期 ,整个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扩大需求和所谓福利国

家的经济政策 ,加之战后市场需求全面复苏 ,第三次科技革命

的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到生产领域 ,传统部门在新的技术的基

础上得到改进 ,新技术部门相继形成和高速增长。新技术和

大量固定资本投资的结合 ,使生产能力急剧扩大 ,经济高速发

展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企业开工充足 ,就业机会和职位大大

增多。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 ,几乎没有

富余劳动力 ,也就谈不上迁居海外 ,移民加美 ,从而导致了加

拿大欲主要从西北欧等传统移民来源国吸纳移民的夙愿渐趋

渺茫。

再次 ,30 年代和二战期间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骤降 ,加

剧了 50 - 60 年代这些国家劳动力供应紧张的局面。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二战前夕欧洲各国的政治

形势也是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二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争。在这

样的情况下 ,欧洲的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到 20 世纪 40 年代

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至 3 %的全球最低水平。直到 1947

年 ,欧洲的人口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这样 ,与加拿大一样 ,

到了 50 - 60 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人数也就相应大

量减少。这就更加剧了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

状况。这也使加拿大向西北欧等国招募移民的努力趋于白

费。

最后 ,60 年代后西欧、北欧、中欧众多国家人口老龄化现

象日趋严重。为此这些国家本国劳动力更加不足。根据联合

国人口司 1956 年的规定 ,65 岁以上人口属于老龄人口。老龄

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 %以上 ,则该国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

也就属于老龄化国家。自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 ,欧洲国家人口

出生率明显下降 ,老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显著增加 ,这就

使青壮年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应减少。1975 年 ,英国、

法国、西德和挪威等国人口老龄化率都在 14 %左右。

正因为二战后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 ,而本国劳动力又

严重不足 ,以至于不得不向国外招募大量劳工。50 - 60 年代 ,

西方发达国家均鼓励“外籍工人”入境。其中西欧发达国家接

受的数目最多 ,曾经达到 800 万 ,连同家属一起 ,约在 1000 万

人以上 ,被称为“一个隐藏的国家”。如法国 70 年代接受的外

籍工人多达 250 万人。1973 年 ,西德的外籍工人达 261 万。

1979 年 ,小国瑞士的外籍工人也有 63 万。[4 ]以上这些因素使

加拿大丧失了从英国、法国等传统移民来源国吸纳移民的可

能性 ,迫使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主要面向西北欧等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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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移民的传统的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并把吸纳移民的目光转向

广大亚非拉国家。

3.二战后亚非拉国家人口急剧膨胀

而且这些国家 (其中少数国家除外)人民的生活又极端贫

困 ,如此绰绰有余的人口 ,迫使富余劳动力想方设法 ,即使是

冒着偷渡被逮 ,甚至葬身大海的风险也无所畏惧 ,纷纷迁往加

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战后亚非拉国家的人口

出生率极高。1950 - 1955 年 ,非洲为 48 ‰,其比例之高创同

期全球各洲之最。1970 - 1975 年 ,亚洲南部为 44 ‰,亚洲东

部为 36 ‰,拉美为 41 ‰。[5 ]因此在 1950 - 1978 年间 ,亚非拉出

现了人口急剧增长的势头。这种势头在非洲尤为明显 ,期间

非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急增至 25 ‰的高水平。这样亚非拉

三洲整体上劳动力供大于求。正因国内一则人满为患 ,二则

贫穷落后 ,于是促使了这些富余劳力萌发了到外国求生存 ,求

发展的念头 ,并随即付诸于行动 ,纷纷朝加拿大、美国和欧洲

发达国家涌来。这又促使加拿大政府审时度势 ,重新思考并

修改其不合时势的移民政策。

4.有色族裔难民大量进入

二战后来自各大洲的不同族裔难民 ,尤其是有色族裔难

民大量进入加拿大 ,这也使加拿大对其移民政策中某些条款

的可行性进行反省。20 世纪下半叶 ,随着二战的结束 ,国际

难民无论在规模上或种类上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所谓国

际难民 ,是由于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种族压迫、国界变更

等原因 ,辗转流徙 ,无家可归而沦落他国的人口群体。对待国

际难民 ,根据联合国 1951 年通过的《难民地位的国际公约》,

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 ,各国均有接受的义务 ,包括那些从来不

接受移民的国家。战后加拿大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据联

合国统计 ,仅 1947 - 1951 年期间 ,经国际难民组织安置到加

拿大的难民就达 12 万。1956 - 1957 年 ,接受匈牙利革命后的

难民和苏伊士运河后的英国人。1959 - 1960 年期间 ,接纳了

主要来自波兰、乌克兰和南斯拉夫的 6 ,912 名难民。1969 年

接纳苏联占领捷克后的捷克难民。1972 - 1973 年 ,接受被乌

干达政府驱逐的亚裔移民。作为特殊移民的难民有不少是来

自亚非拉的有色族裔。这些有色族裔转为加拿大公民后 ,根

据加拿大有关法律 ,他们在法律面前也就与白色加拿大人应

该一律平等 ,不受基于国籍、种族、民族和肤色等的歧视。这

就进一步迫使加拿大政府必须相应地废除其带有种族歧视色

彩的移民政策。

5.加拿大移民政策受到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末 ,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影响就已深受

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1882 年 ,横贯美国大陆东西的铁路一

修通 ,美国总统阿瑟就在 1882 年 5 月签署《排华法案》。加拿

大紧随其后 ,在 1885 年横贯加拿大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修通

后 ,就效仿美国颁布针对华人的《人头税法案》,限制华人入

境。后来加拿大政府再次仿效美国又于 1923 年颁布《排华法

案》。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 ,顿时在美国的日本人就

成了美国的敌人。于是 1942 年 2 月美国对在其西海岸居住

的约 12 万日本人和日本裔公民 ,实行强制迁移 ,集体搬迁到

内地几个“重新安置营”中。[6 ]加拿大也效仿美国 ,将居住在太

平洋沿岸的 1. 9 万加拿大籍日本人迁入内地 ,还拍卖了他们

的财产。[7 ]二战中中国人与美国人并肩作战 ,共同抗击日本法

西斯。中国人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和事迹深深感动和鼓舞了

美国人 ,于是美国在 1943 年废除了《排华法案》。受美国 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的影响 ,加拿大政府于 1947 年也把其《排

华法案》废除了。当然 ,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并取得

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同时参加二战的加拿大华裔青年士

兵在战争中不畏牺牲狠击敌人 ,为此 ,加拿大政府对中国人深

为钦佩。这也是加拿大政府废除《排华法案》的原因之一。

三、加拿大废除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国

内原因

1.确保民族、种族平等以及国内少数族裔的平等

加拿大政府在国内确保民族、种族平等的许诺以及国内

少数族裔要求各方面一律平等的强烈呼声。加拿大政府颁布

《权利法案》和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也就是其允诺实行

种族、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1960 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权利

法案》,该法案宣告 ,在加拿大 ,任何人不分种族、民族、肤色、

宗教或者性别 ,均享有以下权利和自由 :生命权、自由权、安全

权、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

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加拿大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马赛克”

社会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加拿

大政府于 1971 年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该政策主张

民族平等 ,反对种族歧视 ,承认各民族对加拿大做出的贡献。

这一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各族裔的普遍拥护 ,并进一步推动了

民族、种族平等观念的深入与普及 ,从而有效促进了加拿大政

府实行更加理性务实的不分国籍、民族、种族 ,一律平等的移

民政策。

2.自然资源和人口因素

加拿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烟稀少、地大物博的国家。

据统计 ,1949 年全国人口仅有 1200 万 ,截止到 2007 年 1 月也

只有 3277 万 ,而国土面积是 997 万平方公里 ,排名世界第二。

由此可知 ,1951 年时每平方公里仅 1. 2 人。即使是目前每平

方公里也不足 3. 3 人。人力资源的奇缺极大地制约了加拿大

的发展 ,因此引进移民必然是加拿大长期的基本国策。加拿

大自然资源又极为丰富。铀、镍、铜、锌、钛、钴、铂、铅、银、石

棉、钾盐等矿藏均居世界前列。已探明的可开采的原油储量

为 1783 亿桶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位居世界第二。森林覆盖

率达 44 %。加拿大领土面积中有 89 万平方公里为淡水所覆

盖 ,淡水资源占世界淡水总量的 9 %。加拿大拥有如此丰富

的自然资源 ,所以有专家认为 ,加拿大的这些资源在理论上可

以富富裕裕地养活十几亿人。加拿大因人力资源极为有限 ,

致使绝大部分自然资源仍未得到开发。加拿大经济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开发其资源的基础之上 ,而资源的开发不

仅要有技术、资本的依托 ,还要有足够劳力的支撑。

可是加拿大在人口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从 60 年代中期始

又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二战后加拿大经济飞速发展 ,人

口出生率也随之飙升。1955 年达到 28. 1 ‰,但此后出生率逐

渐下降 ,至 1970 年只有 17. 4 ‰。随着青少年在人口中所占比

例的下降 ,相应地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就上升。1964 年加拿大

65 岁以上的人口就已达 7. 7 %。[8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在 1956

年所制定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 7 %就属于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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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 ,因此加拿大在 1964 就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

龄人口的增多势必使青壮年劳动力和社会的负担加重 ,从而

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从传统移民来源国又获取劳动力

无望的情况下 ,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亚非拉国家 ,

从而必须废除其移民政策中歧视亚非拉裔移民的条款。

3.经济因素

随着二战后加拿大国内安定局面的出现 ,第三次科技革

命的兴起 ,以 1947 年加拿大西部阿尔伯达省储量丰富的石

油、天然气为典型的新资源的发现和开采 ,以 1954 年圣劳伦

斯河海路工程为首的众多巨型工程的开工建设 ,以美国资本

为主的外国资本的涌入 ,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向加拿大

雪片般飞来的军需产品订单 ,这一切促使加拿大战后经济迅

猛发展 ,旧产业得以进一步提升 ,新产业不断涌现 ,新岗位纷

纷冒出 ,于是加拿大急需大量掌握一技之长的人才加盟。而

加拿大国内这样的人才极端短缺 ,一则因为加拿大的教育机

构一时无力培养出如此多的人才 ,二则由于 30 年代大萧条时

期和二战时期加拿大居民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以至 50 - 60 年

代全国居民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成年青年的人数相应减少 ,

形成了所谓的劳动力供应数量的“马鞍形”下降。为此 ,加拿

大政府必须修改其歧视性移民政策 ,以吸纳更多亚非拉裔年

轻力壮的技术移民。

4.人才流失因素

一贯来很多移民把加拿大视作迁往美国的中转站 ,不少

加拿大人也一有机会就移居经济更加发达 ,气候更加宜人的

近邻—美国。二战后众多加拿大人 ,特别是大批专业技术人

才流往美国。据统计 ,1953 - 1963 年期间 ,共有 41263 名专业

工人和 38363 名熟练工人从加拿大流向美国。这更加剧了加

拿大对移民 ,对人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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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 ,表扬农民运动搞得好 ,他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绘

画绣花 ,农民协会就是要办得热烈一些。地主是少数 ,我们贫苦

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 ,就能打倒土豪劣绅。

他在随后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热情讴歌农

民运动的伟大历史功勋 ,阐明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

题 ,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 ,批评共产党内在农

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公开地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 ,纠正国

民党反动派关于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以“贫农乃是革命先锋”

的事实 ,纠正关于农运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谬论 ,旗帜鲜

明地指出 :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

使命 ,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

个封建势力 ,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

革命凡四十年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

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完

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须

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

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 ,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

上去了。”[7 ]

虽然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认识当时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

的中央所接受 ,但是他对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考 ,特别是《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为农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基

础 ;他考察湖南农运 ,对农运的肯定和支持态度 ,更是直接推动

了湖南农运的发展 ,湖南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受了毛泽

东关于农民革命的认识 ,将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

阶段———组织武装 ,深入斗争 ,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湖南成为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中心 ,并引领着其它各省农运向纵深发

展。

综上所述 ,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起到了最大的促进作用 ,他的农运实践 ,他对人才的培养 ,他关

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与理性思考都影响着湖南农运乃至全国农运

的发展。瞿秋白当时称彭湃和毛泽东为“农民运动的王”,他们

两人对广东、湖南乃至全国农运的发展功莫大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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