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澳建交60年，人文交情110年

译者：郑佳宁，杨诺

2021年是韩澳建交60周年。韩国是澳大利亚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同为美国的盟友。

为庆祝建交60周年，政府高层举行了许多大型庆祝活动。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在韩出生现

居澳大利亚的群体现状进行研究，旨在探讨这一鲜少得到研究的状况。韩国人在澳大利亚

的经济与社会方面均做出重大贡献，为澳洲带来劳动力、资本、技术、文化、价值观和现

代韩国历史。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11年统计的在澳朝鲜国人只有4名。1911年至1971年间，出

生在朝鲜半岛的澳洲人口被归为出生于“其他亚洲国家” 的类别中, 并未得到单独记录。

直到1991年，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数据中，朝鲜和韩国才被一并归入 “朝鲜半岛”类别

之下。1991年，当朝鲜和韩国作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后，澳大利亚才开始分

开记录出生于朝鲜和韩国的在澳人口。

*自1991年澳洲在韩出生的人口记录。[来源：ABS，历史人口数据，出生国家。引用日
期2021年9月21日]

2016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显示，52.5%的出生于韩国的澳大利亚人居住在人口第一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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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18.6%居住在昆士兰州，而仅有15%居住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从历

史上看，1976年至1981年间，大批来自韩国的移民涌入悉尼寻找工作，因此韩国人主要居

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在悉尼内城 (inner Sydney)的雷德芬区(Redfern)，曾有一个非官方的

移民社区中心，供韩国人分享信息和资源，由此该区化身为韩国移民的中心。自1976年

至1981年，新南威尔士州的韩裔口增加了四倍；至1986年，人口数又翻了一翻；1991年，

在韩国实现民主化、并积极追求自由化和全球化之后，这个数字又上升了一倍多。

*1911年统计的数字包括朝鲜和韩国出生的人口，1971年及以后仅限韩国出生人口。

[来源：ABS，历史人口数据，出生国家。引用日期2021年9月21日]

2021年韩裔澳大利亚人相关调查

在2021年4月至9月，一个由研究移民、媒体和商业等领域跨界学者组成的团队，面向自我

认定为韩裔澳大利亚人的群体进行了首次全国性调查。我们通过个人网页、电子邮

件、Kakao（韩语群体广泛使用的手机通信应用程序）、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收集

到933份回答。其中62.5%（n=583）的回答包含完整、可用的数据，属于有效答复。与此

同时，该团队还面向50名自我认定为韩裔的澳大利亚人进行了个人访谈。

几乎所有（91.3%）的有效回答中（583份），调查对象都认定自己是韩裔。其中超过一半

（54.2%）的受访者认定自己是成年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第一代韩裔澳大利亚人。同时

有50.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公民，还有47%认为自己是韩国人，0.3%认为自己

是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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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中，大多数人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十年以上。其中有43.1%已经在澳大利亚生

活16年以上，23.1%在澳生活11至15年，18.8%在澳生活6至10年，还有14.3%在澳生活1至5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在调查时，仅有0.7%的受访者在澳大利亚居住时长不到一年。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如下，31至40岁占比30%，41至50岁占比24.7%，18至30岁占比17.3%，

而51至60岁占比13.7%。参加调查的女性的人数（61.2%）多于男性（36.9%），而1.9%选择

不报告性别或拒绝描述自己的性别。调查显示，近94%的受访者是异性恋，而2.6%认定自

己为双性恋，0.7%为同性恋，0.5%是无性恋。就婚姻状况而言，有63.6%的受访者已

婚，12.7%未婚但已和伴侣同居，还有17.8%是单身。大多数的调查对象（58.3%）有孩子。

在用韩语回答调查的受访者中，有68.5%在家里讲韩语，而仅有30%在家里讲英语。在用

英语回答的受访者中，有50.6%在家里讲韩语，而有44.5%讲英语。

身份认同、歧视经历、文化输出与澳大利亚社群
大多数人（64.1%）将“韩裔”列为他们的首要自我认同身份，这比自我认同为“韩裔澳

大利亚人”（23.1%）和  “亚洲人”（5.3%）要高。尽管50.5%拥有澳大利亚国籍，但只

有6.1%选择 “澳大利亚人”作为他们的首要自我认同身份，此外有41%将“澳大利亚人”

这一选项排在倒数第四位。类似情况在个人访谈中也得到应证，许多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0

至40年以上，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受访者说，他们从未觉得自己

是“澳大利亚人”。更多会说“我们”是“韩裔”，而不会说“我们”是“澳大利亚人”。

然而，纵使绝大多数人自我认同为“韩裔”，许多受访者认为在当地澳大利亚社群获

得“归属感” 比在韩国社群 获得”归属感 “更为重要。

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59%）都因是韩裔身份而遭受过歧视，有15%的人表示因

性别或性取向而遭受过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在遭受过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有88.7%也

遭受过种族歧视。这就意味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很大的重叠和交叉性；需要进一步

仔细和深入的学术调查。

通过线上社交与国际业务交流，韩裔澳大利亚人将澳韩两国联结，为建立稳固的双边关系

做出重大贡献。大多数韩裔澳大利亚会经常回韩国，与在韩国的家人和亲戚保持密切联系，

其中16.7%年回国次数至少2次。约有40%澳组建家庭，配偶同样来自移民群体。调查还显

示出，虽然60.5%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环境具有多元文化属性，但57.8%表示密切往来的朋友

仍以韩裔居多。

韩国侨民在食物、新闻和娱乐方式层面上维系自己与韩国人这一身份的纽带：66.7%的受

访者几乎每天食用韩国食品（28.6%每周食用一次）；86.6%每周至少采买一次韩国食品。

几乎同等比例的受访者（86.3%）会收看韩国新闻、欣赏韩国戏剧和音乐，其中绝大多数

（82.8%）每周多次进行此类娱乐活动。当把以上韩国文化的元素介绍给在澳居住的身边



人时，他们扮演了韩国美食、韩国流行音乐和韩国戏剧的“文化大使”的角色。

在583位有效受访者中，有15位（占2.7%）是被领养的韩裔。虽然占比不多，但与在韩出

生的人口占澳大利亚总人口数的比例（3.2%）不相上下。他们中大多数被领养时不满12个

月。

被领养者和非被领养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前者更有可能选择  “澳大利亚人”作为他

们的第一身份认同，并在提到澳大利亚人时使用“我们”（而不是“他们”）一词。在调

查中，前者更倾向报告曾遭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或性取向歧视的经历。

教育、职业和生活满意度
在583份有效回复中，有403名受访者（69%）在被调查时不处于失业状态。大多数受访者

的教育水平很高：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80.8%的受访者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而澳大

利亚全民拥有相同学历水平的人口仅为24%。但由于研究人员均有博士学位背景，这项数

据可能无法代表所有韩裔澳大利亚人的教育水平。

在就业方面，32.9%的受访者从事全职工作，17.3%从事兼职工作，13%为临时工，19%从

事个体经营，11.7%失业，6%退休。从就业领域看，“行政服务”占17.5%，“专业服

务”占14.9%，“其他”（未指定）占14.9%，“住宿和餐饮服务”占9.1%。

在403名受访者中，大多数（59.7%）是在职女性。有52%是第一代韩裔移民，15.3%是技术

移民。55.2%在职韩裔表示，其个人家庭收入在45001美元到120000美元之间。

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表示出高满意度。本研究通过结合他们对职业成就、职

业目标进展和学习机会的满意度回答，得出职业满意度得分，满分为100分。近一半

（47.1%）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职业“满意”或“非常满意”（即对以上要素的评分达到

或超过80分），而13.2%的人表示他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即对以上要素的评

分低于60分）。在生活满意度方面，31.8%的人表示他们对生活“满意”或“非常满意”，

而21.3%的人表示他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平均生活满意度得分为70分，略低

于平均职业满意度（72分）。生活满意度与职业满意度呈正相关趋势。

拥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比非澳大利亚公民更幸福。公民身份和生

活满意度间呈现高度相关性，两者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两种理论可以用于解释此现象。一

方面，对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满意的韩国移民更有可能申请澳大利亚公民身份。

另一方面，获得公民身份可以提高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满意度。不过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与

非澳大利亚公民相比，澳大利亚公民拥有更高的英语水平和更强的澳大利亚身份认同。在

职男性和女性就职业和生活满意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英语水平和自我身份认同是影响生活和职业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工作中遭受歧视的概率



也与之相关。英语水平越高的员工，对生活和职业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越大；自我认同为澳

大利亚人的员工，在职场遭到歧视的可能性越小。

韩裔的身份认同与生活和职业满意度之间并非显著性相关。然而，对韩裔身份认同感越强

的员工，越有可能认为职场文化具有歧视性。同时，受访者若更偏向认同自己是澳大利亚

人，就越有可能对职业和生活感到满意。

通过侨民来理解韩澳关系
在澳韩两国庆祝建交60周年之际，本研究对在韩出生现居澳大利亚的群体进行的首次调查

为外界提供了重要数据，以此展示两国之间的联系，以在这两国都有居住经历的群体对两

国的认可程度。外交不仅是政府间的关系，在个体间这一层面上也很重要。

这一群体生活中的各种经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本研究实属首例，研究团队计划在

未来几十年内，每两年进行一次此类追踪调查。当韩裔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时，他们不仅带

来了劳动力和资本，还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文化和现代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韩裔澳大

利亚人进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他们将继续成为澳大利亚了解韩国的重要来源，这与建立

更稳固的澳韩关系息息相关。澳大利亚若想进一步了解其第三大出口国，可以从了解在韩

出生现居澳大利亚的群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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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Dr Daejeong Choi)，申媛善博士(Dr Wonsun 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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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图片：木制的河回面具（Hahoetal）。传统仪式上的韩国面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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