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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移植与本土化为主要内容和明显特征的大洋洲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纷繁而特殊的历史沿革与分散而多样的地理地貌的叠加，使得大洋洲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参差不
齐，模式和形态琳琅满目。
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大洋洲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重要标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
自相继按照基本相同的程序和采取基本相同的举措，顺利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太
平洋岛国则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局限，直接或间接阻碍或延缓了各自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和平渐进发展是大洋洲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特点。
就发展进程而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启动仅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步，发展水平则毫不逊
色；而太平洋岛国的情形则相形见绌，处于世界现代化的“边缘”状态。
《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由王宇博、汪诗明、朱建君著，主要介绍了大洋洲的现代化历程，内
容包括：早期大洋洲各殖民地社会；塑造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与转型；新西兰与西南太平洋岛国，
嬗变与转型；澳新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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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博，男，1960年生。
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职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史、现代化理论问题。
江苏省“333二期工程”首批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第二期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
养人选。

汪诗明，男，1965年生。
历史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毕业于安徽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从事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现代化以及
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

朱建君，女，1973年生。
国际研究哲学博士，讲师，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悉尼科技大学文学与社会
科学学院，现为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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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民经济：从原料产地到工业化国家
    (一)工业化与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二)民族经济的特征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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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四  共和运动
第四章  新西兰与西南太平洋岛国：嬗变与转型
  一  新西兰
    (一)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  
    (三)国家现代化建设
    (四)走向世界
  二  西南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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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家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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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白色澳大利亚”的变化
    (一)“白澳”意识与“白澳政策”
    (二)种族主义的衰落与“白澳政策”的终结  
  二  澳大利亚土著人问题
    (一)世纪中期以前的澳大利亚土著政策
    (二)土著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  
    (三)种族和解之路
  三  新西兰的毛利人问题
    (一)《怀唐伊条约》的歧义纷争  
    (二)毛利王运动  
    (三)毛利文化的衰落  
  四  澳新多元社会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一)澳大利亚
    (二)新西兰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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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77～1978年度的218.4万吨。
种植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耕种面积的扩大，总产量的提高和种植品种的增多。
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小麦种植面积从140亿英亩增加到260亿英亩，产量平均稳定在2亿蒲式耳左右。
1968—1969年度的大丰收时，其产量达到5.3亿蒲式耳。
①此外，澳大利亚还大面积种植了甘蔗、葡萄等经济作物，收获颇丰。
 战后澳大利亚第一产业仍以为国外市场生产和出口率极高为特点，羊毛产量的95％用于出口，占到国
际市场上羊毛供应量的一半以上。
小麦的出口量占总产量的74％。
从1960—1969年，仅中国大陆就从澳大利亚进口了6.6亿蒲式耳的小麦，占那一时期澳大利亚小麦总出
口量的35％。
牛肉的内外销量各占总产量的一半。
但是，这一热点造成澳大利亚初级产业的脆弱性。
例如，由于受化纤生产竞争的影响，羊毛市场出现疲软，造成羊毛业滑坡。
1979—1980年度，绵羊数目降至1.34亿只，羊毛产量降至69.9万吨。
1977—1978年度，长期作为出口贸易中龙头老大的羊毛贸易在澳大利亚出口总量比例中，落至矿产和
谷物之后。
从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把不断增加的过剩农产品倾销于国际市场，这对澳大利亚构
成了巨大压力。
②可见，第一产业在长期独占头鳌与独领风骚后，其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促进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澳大利亚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又为它的日后发展创造了
条件。
澳大利亚统计局从1968—1969年度开始，制订了与联合国采取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致的“澳大
利亚标准产业分类”。
据此，澳大利亚制造业包括以下12个行业：（1）食品、饮料及烟草；（2）纺织品；（3）服装及鞋类
；（4）木材、木材制品及家具；（5）纸张、纸制品及印刷；（6）化学品、石油及煤炭产品；（7）
非金属矿产品；（8）基本金属制品；（9）金属加工产品；（10）运输设备；（11）其他机器及设备
；（12）其他制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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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主要介绍了大洋洲的现代化历程，内容包括：早期大洋洲各殖民地社
会；塑造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与转型；新西兰与西南太平洋岛国，嬗变与转型；澳新现代化进程中
的种族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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