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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華人的海外移民 

摘   要 

在 1970 和 80 年代，環太平洋區域的國際遷移呈現大幅度的成長。這些新亞洲移

民中，尤其是來自快速工業化國家的華裔，佔了絕大部份。而且他們與早期的華人移民

型態，其適應過程及對移入地的影響亦有所不同。華人的國際移民不僅是國際人口遷移

的重要環節之一，同時更重塑了全球許多地區的社會與政經情勢、甚至種族問題。相關

的研究及學術活動在移入國相當地活躍。 
本文針對戰後華人移民美國、加拿大及澳洲作一初步了解，並嘗試分析其趨勢、

特徵、移入地的政策、及其社會經濟意涵。依序討論了：1) 美國的華人移民 ── 二

次大戰後之移民趨勢、移民的管制與政策；2) 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人 ─

─ 其分佈型態及趨勢；3) 移民澳洲的華人 ── 分佈、特徵及移動型態以及澳洲的臺

灣人等三項議題。 
當代移往北美與澳洲的華人遷移者，以技術、投資和依親為主要動機，經常往返

於母國與移民國之間，形成了所謂「太空人」家庭，而與以往的移民型態相異。大量已

然移入地主國家的華人，仍然回到母國，對於西方國家所定義的「國家」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涵義，更產生了重大衝擊。 

在香港、中國大陸、臺灣三地的移民中，臺灣向外移民起步得最晚且最集中。雖

然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接納大量華人的國家有著豐富的普查資料，但是普查卻通常把

講中文的人歸在一類，而忽略了其中的差異性，對華人內部的差異性也無法掌握。為了

解華人移民的複雜性、以及這些移民所建立的跨國文化及商業關係，迫切需要對來自不

同地區或國家的移民華人及其所居住之社區從事較徹底的研究，以彌補傳統依賴普查導

向式研究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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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of Chinese to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grown dramaticall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mong the new Asian permanent migrants, ethnic Chinese form 
a major component, originating from the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of Asia, 
thus differing from the migrant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in their adaptations 
and impact at the destinations.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provided a good background in studying the phenomena. 
 This paper represent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new Chinese migration from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Australia.  
It will discuss 1) trends,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ies of Chinese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2) distribution and trends of Chinese migrants to Canada 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ovement patterns of Chinese to Australia. 
 Contemporary Chinese migrants enter the host country mainly for 
economic-related reasons and family reunion.  Their mobility patterns created 
“astronaut” famili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Some have even returned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as a result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the state and citizenship. 
 Som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aiwan-born, Hong-Kong born and China-born 
migrants are observed.  Taiwanese migrant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appear quite 
recently on the scene, and spatially more concentrated.  Since recent census define 
migrants by their languages spoken, it lack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in 
ethnicity among the Chinese.  To appreciate the complexities of Chinese migrants, 
their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to supplement macro-level studies using the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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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華人的海外移民 

姜蘭虹  趙建雄  徐榮崇 

一、前言 

在國際人口遷移的文獻中，亞洲人口遷移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有關亞洲移民

的研究及學術活動在移入國相當的活躍
1
，主要是因為移民活動係由移入國的政策所主

導，而其經濟的波動也成為調整移民政策的主導因素之一。此外，移入國均為先進國家，

針對移入者建立了相當完備的資料。例如在澳洲，除了入境時移民入境登記卡 (arrival 
cards) 所填答的資料之外，每五年進行一次的人口普查也針對移入者有相當詳細的調

查。普查年度之間還另行出版專書 (如 Atlas of the Australian People —1991 Census)。這

些完備的資料搜集及分析報告，對我國的移民研究有很高的參考價值。 
臺灣有關國際遷移的出版論文非常有限，僅有林芊 (1987) 所著「臺灣移民美國家

庭世代之關係」、金枚 (1990) 所著「近年來臺灣移居美國之中國移民分析」、曾煥棠 
(1992) 所著「影響臺灣移民在南非適應及再移民之因素探討」、陳靜瑜 (1993) 所著「舊

金山華埠中國移民生活與社會組織 (1850-1882 年)」，以及曾嬿芬所著有關美國都市華人

移民之經濟狀況 (1994) 及洛杉磯臺灣商業移民之研究 (1995)。 

表 1-1  主要國家的華人移民之來源， 1982-1993 

 
美國 加拿大 澳大利亞 紐西蘭 

 
1982-87 1987-92 1992-93 1982-86 1987-91 1992 1993 1982-87 1987-92 1992-93 1982-87 1987-92 1992-93

中國 79,385 116,057 57,761 11,788 31,737 10,429 9,447 4,887 6,241 1,665 571 2,255 775

香港 54,325 69,219 14,010 34,221 110,960 38,91 36,510 21,635 61,881 8,111 1,957 9,512 2,780

臺灣 81,230 76,397 15,736 2,782 15,211 7,456 9,842 2,315 12,300 1,389 88 5,846 1,666

新加坡 5,355 4,179 1,011 1,238 5,148 616 510 6,567 11,356 894 4,426 4,386 469

附註: 加拿大的移民資料係以曆年 (calendar year) 為統計之時間單位，其它國家則以起算日期

不同的會計年度 (fiscal or financial year) 為統計之時間單位。 

資料來源:  ‘Migrants on a global stage: the Chinese’, in P.J. Rimmer (ed.), Pacific Rim Development:    

                                                 
1 例如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之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在 1997 年 6 月舉辦之

「Asian Immigration and Racism in Canada」研討會論文已集結成「The Silent Debate: Asian 

Immigration and Racism in Canada」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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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96 

p. 226  

Skeldon (1997) 認為海外華人 (overseas Chinese) 中的新移民，對移入國的文化、

經濟及政治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1991 年加拿大的人口普查顯示，華裔 (ethnic 
Chinese) 佔該國人口的 2.5%。 澳洲的華裔在 1986 年佔 1.1%， 到 1991 年則增加了一

倍。表一顯示，從中國大陸，香港，臺灣及星加坡的移民，在八十年代至九十年代之間，

移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及紐西蘭的數量增加的最快，而在移民方向的速度上增加得最

快的是香港至加拿大、臺灣至加拿大與澳洲、以及中國大陸至美國。在這當中，有不少

「亞洲新移民」──即擁有高教育程度，技術或從商經驗的亞洲人，經申請商業或技術

移民，而進入美國、加拿大、澳洲、紐西蘭等先進國家 (Inglis & Wu, 1992)。 
Skeldon 指出，對移往北美與澳洲的華人爭議性最大的是，這些原本應在落腳地永

久性居住的遷移者經常在母國與移民國之間飛來飛去，而有太空人(Astronaut) 之稱，而

那些被留在移入地由親戚或年長子女照顧的幼年移民則被稱為 parachute kids (如我國的

小留學生)。Tseng (1995) 指出：雖然經濟移民政策期待對移入地的經濟發展有所幫助，

但移入者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卻頗有爭議性。許多移民者的目的主要是為了要取得移民身

份。此外，雖然移民回流的現象很難在普查資料上顯現，仍然引起很高的注意。根據估

計，在九十年代抵達澳洲的香港移民，有三分之一以後又回到香港 (Kee & Skeldon, 
1994)。新華人移民 (new Chinese migration) 的複雜性，比起早期移民較高，而且引出不

同的議題，其中一項為華人的認同 (Chinese identity)。大量的華人雖然已移入地主國家，

仍然回到母國，對於西方國家所定義的「國家」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涵義，產

生了重大衝擊。隨著時間的流轉與下一代的語言能力變化，新的社會背景所造成的影響

是難以衡量的。另外一項是合法移入的華人大多是受高等教育，並且是商業菁英。美國

在 1990 修正移民法之後，商業移民的重要性高於與家人重聚而移入者，在原居地有經

濟能力的移民對於移入地也會產生相當的影響力，對移入地的經濟必然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華人的商業活動除了跨國企業之外，也因應移民社會的產生而分流，包括小型且

專業的服務 (如旅行社、銀行、房地產及各種社會服務)。甚至有些華人專業人士更進入

西方的企業公司，並進一步促成移入地及其原居地密切的關係。有些移民仍然仰賴其母

國的家庭及個人關係，而建立其本身的經濟網絡。這些商業行為及其跨國網絡，對移入

地產生的影響，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在華人移民當中，有關於香港移民的研究數量最多 (Mak, 1993; Salaff & Wang, 

1994; Skeldon, 1994, 1995)。而在移入國也有一些有關香港移民中「太空人」現象的研究 
(Regalia et al., 1997)，或是針對香港出生 (Hong Kong–born) 的移入者所出版的特別報告 
(BIMPR, 1995)。 

臺灣的國際遷移研究可以說尚在起步中，而且相關的研討會仍屬小規模，如 1993
年中研院歐美所舉辦的“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migration＂國際研討會及 1997
年臺大社會系及人口研究中心舉辦之“Australian and new Asian immigration＂小型研討

會。 
國科會為了鼓勵臺灣學者跨出臺灣從事研究，在 1997 年推出「東亞區域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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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鼓勵學者從事整合型研究計劃。其中一項為「臺灣與東亞國際移民」研究計劃，

由多位學者提出子計劃。本論文將針對戰後華人移民美國、加拿大及澳洲作一初步了

解，並嘗試分析其趨勢、特徵、移入地的政策、及其社會經濟意涵。本文所依據資料為

已出版之人口普查資料及專題報告、在 WWW 網路上公開的統計資料、及相關文獻。 
在有限的篇幅中，三位作者準備討論：1) 美國的華人移民 ── 二次大戰後之移

民趨勢、移民的管制與政策 (趙建雄撰稿)；2) 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人 ─

─ 其分佈型態及趨勢 (徐榮崇撰稿)；3) 移民澳洲的華人 ── 分佈、特徵及移動型態

以及澳洲的臺灣人 (姜蘭虹撰稿)。 

 

圖 2.1  美國的亞洲移民人口之變遷 (1821-1996) 

 

二、美國的華人移民 

二次世界大戰前，亞洲華人的國際移民現象並不顯著。移民侷限在少數往北美或

歐洲的留學生與少數豪門貴族，加上少量的流放人士與勞工。本世紀中葉之後，此種情

形迅速改觀 (Hugo, 1998)。在全球人口大遷移的時代中，華人的國際移民不僅是人口的

國際遷移之重要環節之一，同時也重塑了全球許多地區的社會與政經情勢。 
隨著亞洲經濟的發展，亞洲外移人口亦隨著國民年平均所得的成長而增加。五○

年代的日本、七○年代的臺灣及八○年代的南韓均有類似的現象 (Abella, 1998;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7)。對外投資與貿易量的增加，為國際移民開拓了管道，使得亞洲外移

人口自六○年代開始成長，至七○年代與八○年代達到高峰，尤以移往美國最為顯著。 

資料來源：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for 1994; 取自 fttp:\\www.fair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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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紀，美、加、澳洲即採取具有歧視亞洲移民的差別立法(Discriminatory 
legislation)，來扼阻來自亞洲的移民 (主要包括華人與日本人)，並限制已移入者的公民

權力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154)。一方面受了這些差別立法的歧視，另一方面加上這

些列強在亞洲的殖民勢力，導致二十世紀初亞洲的移民人數大減。 
為因應自六○年代開始成長的亞洲移民，先是加拿大分別於 1962 年及 1976 年修

改了原先因歧視亞洲移民而設的差別立法，美國於 1965 年跟進修改，澳大利亞則於 1966
年與 1972 年才分別修法刪除對亞洲移民的歧視。 

 
圖 2.2  美國華人移民的主要來源 

 

 

（一）晚近美國華人移民的發展趨勢 

一方面，美國國會於 1965 年修改了原先對亞洲移民歧視的差別立法；另一方面，

在後殖民時期，西方工業國家透過貿易、經援與投資，為移民舖設了必備的物質手段 
(material means) 與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155)，亞洲往美國

的移民開始快速增加。因此，自七○年代開始，美國的亞洲移民快速成長，由原來每十

年不及總移民人口的 15%，在七○年代及八○年代激增至超過一百五十萬人，三分之一

以上的移民人口來自亞洲。九○年代的前五年，美國的亞洲移民即達一百五十萬人 (見
圖 2.1)。 

在美國的亞洲移民中，華人佔了相當的比例。1983 年之後，在美國的亞洲移民人

資料來源：取材自 Skeldon (1995), p.61, Tabl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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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中，超過 15%的移民係來自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1993 年甚至高達 27.8%2 (見圖

2.2)。1987 年以後，中國大陸成為美國主要華人移民的來源地。 

圖 2.3  華人人口數與亞洲移民數的變遷 

 
 
 

大量的華人移民，導致美國華人的數量大增。自五○年代開始，華人的人口數便

呈幾何級數成長，每十年華人的人口數就增加一倍。至 1990 年，華人的人口已超過一

百六十萬人 (見圖 2.3)。華人移民人數的成長，已促使美籍華人社群之社經特徵產生結

構性地改觀，不再侷限於昔日的中國城內 (Wong, 1994)。 

 

（二）戰後美國移民政策的變遷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華人移民的消長深受美國移民政策的影響，表 2-1 是戰後美

國重要移民政策大事記。在戰後的恢復期間，較重要的移民制度改變是 1948 年制定難

民政策及 1952 年將分散的各種移民管制法規整合成單一的移民法，採移入國配額制 
(national-origins quota system)。 

                                                 
2 美國官方的移民統計資料所謂的 “移民”，僅止於在該會計年度取得居留權的身份。移民可能

早就以其它身份 (例如學生或觀光客) 在美國停留一段時間。因此美國官方的移民統計資料並非

反映即時性的流動移民人口。以 1992 會計年度為例，官方統計之 10,452 位來自香港的華人移民

中，有近二成的 “移民” 係旅居美國多年才取得居留權者。有關美國官方移民統計資料的問題，

可參見 Skeldon et al. (1995: 99-101)。 

資料來源：United States censuses. 歷年美國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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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年美國國會針對公民權問題及廢除移入國配額制，通過原先對亞洲移民歧視

之差別立法的修正案，每年允許 40,600 個移民配額給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三地的華人

移民
3
，許多人得以透過 “家庭重聚條款” (family reunion provisions) 而移民。此修正案

不僅促使亞洲往美國的移民開始快速增加，也導致美國國內種族組成的改變。1951-1960
年間，53% 的移民係來自歐洲，亞洲的移民僅佔 8%；但 1971-1980 年間，亞洲的移民

遽加至35%，而傳統上是美國主要移民來源的歐洲移民只佔 18%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73, 82)。美國境內華人人口數則由 1960 年不及二十四萬人，增加到 1980 年高達八十餘

萬人。 

圖 2.4  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主要難民收容國家收容難民數 

資料來源：Hugo (1998), Figure 2. 

 
 

在冷戰期間，美國是全球主要的難民接納國，難民主要來自古巴與越南。基本上，

美國對難民的認定一直採取從寬的原則，1980 年之前，只要是逃出共產國家的人都被視

為難民。華人中，包括西藏在內的許多中國大陸前往西方的民眾，便因此取得美國的居

留權 (Smith and Tarallo, 1993: 68)，但同時卻導致華人移民人數統計的困難──因為除

了中國大陸與臺灣之外，東南亞甚至拉丁美洲也有許多華人移民美國。為因應 1979 年

前後因中印衝突而產生的難民及來自中南半島的船民，美國國會在 1980 年制定了難民

法案 (Refugee Act)，對難民的認定改採聯合國的難民條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Refugees) 中的認定標準。 

就整個八○年代而言，亞洲的難民數佔全球難民數的三分之二，經官方認定的亞

洲難民人數超過七百萬人。在此種背景之下，美國便收容了大量的難民 (見圖 2.4)，平

均每六個美國移民就有一個移民是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的 (Hugo, 1998; Castles and 
                                                 
3 其中香港的移民配額每年僅 500 人，至 1979 年才增加至每年 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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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1993: 84-5)。1990 年天安門事件後，Bush 總統便同意三萬多名中國人留在美國。 
美 國 國 會 於 1986 年 通 過 了 一 項 較 全 面 改 革 的 移 民 改 革 與 控 管 法 案  (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或 IRCA)，同時首度禁止美國雇主雇用境內非法入

境之外國人 (即所謂之非法工作)，並對雇主予以制裁。此種控制移民數量的管制也因此

導致雇主對非法移民的剝削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91-2)。此項法案也提供了規模相

當驚人的非法移民合法化的管道，讓包括 1982 年元月 1 日以前非法進入美國境內的移

民取得合法的身份。 

表 2-1  戰後美國重要移民政策大事記 

1946 方便海外美軍之外國妻子/先生、未婚夫/未婚妻、以及小孩之移民。  
1948 史無前例地採行難民政策，允許二年內收容 205,000 位因受迫害之難民進入美國 

(稍後增加至 415,000 人)。  
1950 放寬因從事顛覆而遭流放與驅逐等原因的移民。規定所有外國人每年均須申報住

址。 
1952 將分散的各種移民管制法規整合成單一的移民法，採移入國配額制 (national 

origins quota system)，限制東半球的移民數 (但不管制西半球的移民數)，技術人

員、美國公民與永久居留權之親屬之移民具有優先權，強化安全考量，並使移民

準則與程序公開化。 
1953 在 1948 年法律規定之上限外，增加 200,000 位難民收容量。 
1965 廢止移入國配額制。但仍維持東半球 170,000 人與每個國家 20,000 人上限的移民

人數限制與七類優先原則 (美國公民與永久居留權之親屬與具有職業技能或難民

之移民仍具有優先權)，西半球的移民人數的上限則為 120,000 人。  
1976 西半球亦採行每個國家 20,000 人上限的移民人數限制與優先原則。  
1978 取消東、西半球分開計算的移民配額，改成全球的移民配額為 290,000 人。 
1980 難民法案 (Refugee Act) 排除優先原則中的難民類別，並明確建立對難民的界定

與許可之處理標準。全球的移民配額降為 270,000 人。  
1986 移民改革與控管法案 (Th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提供了較全面的

改革，包括 1982 年元月 1 日以前非法進入美國境內移民的合法化；對在美國境內

非 法 工 作  ( 即 對 所 謂 有 薪 資 的 外 國 人 之 雇 用 ) 的 禁 止 ； 新 設 立 臨 時 農 工 
(temporary agricultural worker) 類別，並使若干此類工人合法化；建立免簽證制，

使特定的非移民不需要簽證。另外針對以配偶身分之移民立法，須結婚滿二年，

且在滿二年後的 90 天內提出申請。 
1989 對在美國境內工作且註冊滿三年之合格護士予以永久居留權。 
1990 全面性的移民立法，自 1995 會計年度開始增加移民總配額達 675,000 人，使 1992

至 1994 會計年度則先維持 700,000 人之水準。移民許可區分為家族、雇用及其它

三類。修訂各類驅逐出境與除外原因，尤其是政治與意識形態之原因部份，廢止

若干除外理由。授權司法部長給予因受武力衝突或天災導致之特定國家的無文件

外國人 (特別是薩爾瓦多人) 臨時收容許可。修訂並新設非移民許可類別。修訂

免簽證制，並延長至 1994 會計年度。修訂歸化授權與許可條件。修訂實施措施。 
資料來源：取材自 www.fairus.org/ 03003604.htm。FAIR, 6/97. 

 

1990 年修訂的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使 1992 至 1994 會計年度內的家庭重聚型

移民人數維持在 714,000 人之水準，另外每年保留 55,000 位移民額度供 1986 年移民改

革與控管法案 (IRCA) 內之外國配偶與子女條款運用。自 1995 會計年度開始增加移民

總配額達 675,000 人，其中 480,000 個配額供家庭重聚型移民使用 (此配額不包括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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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之配偶與直系親屬
4 的移民，美國公民之配偶與直系親屬的移民人數則沒有限制)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89)。 
八○年代末期，有關移民政策應由側重家庭重聚型移民轉向鼓勵經濟型移民的呼

聲甚高。美國國會通過的 1990 年移民法修正案，並未採取削減移民配額數的方式來抑

制家庭重聚型移民，而是採取增加因商業、投資、以及僱佣而移民的配額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90)。 

三、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人 

（一）加拿大華人移民的發展趨勢 

1996 年，加拿大有 30,337,000 人口，其中約有五百萬的移民。其移民的速度在近

年來加速成長，1990-1994 年間平均移民人數為 220,000，期間以 1993 年的 256,000 為

其高峰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1996)。1991-1996 年五年間，加拿大的移民

就成長了 14.5%，這數據已是加拿大出生人口成長率 (4%) 的三倍 (Canada 1996 Census, 
1997)。相較於移民人數持續下降的歐洲和美洲 (如圖 3-1) ，亞洲移民的地位更顯重要。 

從表 3-1 加拿大移入人口出生地統計表中顯示，看出亞洲移民成長從 1961 年前的

31,855 人 (佔總移民人口的 3.4%) 增長到 19965
年的 602,585 人 (佔總移民人口的

58.1%) ，其間又以華人為主的香港、中國大陸及臺灣三地區所處的東亞所佔的比例最

高。 
1996 年，香港、中國大陸和臺灣移民加拿大的人數，以香港的 241,095 人，佔當

年總移民人數的 4.8%為最多，而中國大陸 231,055 人的 4.6%居次，臺灣殿後
6
。近三年

來，此三地的移民數仍佔加拿大移入人口的重要比例。除香港持續減緩外，另二地均年

年增加 (見表 3-2)。 

 

（二）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變遷 

加拿大早期華人的來源地主要為廣東省的四邑 (Siyi)  (臺山 (Taishan)、開平 
(Kaiping)、恩平 (Enping)、新會 (Xinhui)) 等地 (Johnson and Lary, 1994；朱國宏, 1994.)。
第一批踏上「楓葉國」加拿大土地的華人，是在 1858 年由美國太平洋沿岸加州北上到

卑詩省 (British Columbia) 的淘金客。而隨後二十年間抵加的，則多為修築鐵路的華工。

基本上，早期華人在加拿大是不受到歡迎的 (Johnson and Lary, 1994)。1923 年 7 月 1 日，

加國公布「中國移民法案」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對中國移民設下極為嚴苛的條

件，因其條文共 43 條，華人稱其為「四三苛例」。直至 1947 年，加國政府對移民政策

                                                 
4 配偶與直系親屬的定義是 21 歲或 21 歲以上美國公民的父母、配偶與子女。 
5 至 1996 年五月止。 
6根據加拿大駐臺辦事處提供資料統計，自 1989 年台灣開放觀光至 1996 年止，共有 53,817 名臺

灣人移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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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廢除「四三苛例」止，期間華人移加人數幾乎停頓，甚至於 1925-1945 年間僅有

8 人移加記錄 (如表 3-3)。至 1967 年加國公布新移民條例，華人首次取得與歐美人平等

待遇，移加華人開始飛速增加。 (楊慶南，1994；劉漢標、張興漢，1994；朱國宏，1994)。
現行的加拿大移民法令，是於 1976 年通過的，並於 1989 年 (C-55 及 C-84 號法案) 和

1992 年 (C-86 號法案) 二度進行修改。1992 年的修改大幅提昇投資移民的最高限額，

而導致該年前後所產生的移民潮。 

 
 

圖 2-1  各洲移民加拿大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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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加拿大移入人口出生地統計表
7              單位：人 (百分比) 

分期  
加拿大 

 
總計 1961 前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19968 

總人數 4,971,070 1,054,930 
(100) 

788,580 
(100) 

996,160 
(100) 

1,902,400 
(100) 

1,038,990 
(100) 

美國 244,695 45,050
 (4.3) 

50,200
 (6.4) 

74,015
(7.4) 

46,450 
 (4.2) 

29,025
 (2.8) 

中南美 273,820 6,370
 (0.6) 

17,410
(2.2) 

67,470
(6.8) 

106,230 
 (9.7) 

76,355
 (7.3) 

加勒比 
及百慕達 

279,405 8,390
 (0.8) 

45,270
(5.7) 

96,025
(9.6) 

72,405 
 (6.6) 

57,315
 (5.5) 

英國 655,540 265,580
 (25.2) 

168,140
(21.3) 

132,950
(13.3) 

63,445 
 (5.8) 

25,420
 (2.4) 

其他西北 
及西歐國家 

514,310 284,205
 (26.9) 

90,465
(11.5) 

59,850
(6.0) 

48,095 
 (4.4) 

31,705
 (3.1) 

東歐 447,830 175,430
 (16.6) 

40,855
(5.2) 

32,280
(3.2) 

111,370 
(10.2) 

87,900
 (8.5) 

南歐 714,380 228,145
 (21.6) 

244,380
(31.0) 

131,620
(13.2) 

57,785 
 (5.3) 

52,455
 (5.0) 

非洲 229,300 4,945
 (0.5) 

25,685
(3.3) 

58,150
(5.8) 

64,265 
 (5.9) 

76,260
 (7.3) 

西亞、中亞及 
中東 

210,850 4,975
 (0.5) 

15,165
(1.9) 

30,980
(3.1) 

77,685 
 (7.1) 

82,050
 (7.9) 

東亞 589,420 20,555
 (1.9) 

38,865
(4.9) 

104,940
(10.5) 

172,715 
(15.8) 

252,340
 (24.3) 

東南亞 408,985 2,485
 (0.2) 

14,040
(1.8) 

111,700
(11.2) 

162,490 
(14.9) 

118,265
 (11.4) 

南亞 353,515 4,565
 (0.4) 

28,875
(3.7) 

80,755
 (8.1) 

99,270 
 (9.1) 

140,055
 (13.5) 

大洋洲 
及其他 

49,025 4,250
 (0.4) 

9,240
(1.2) 

15,420
(1.5) 

10,240 
 (0.9) 

9,875
 (1.0) 

資料來源：Statistics Canada, 1996 Census Nation Tables. 
 

表 3-2  香港、中國大陸、臺灣三地移加人數及排名比較表，1994-1996 
  香港 中國大陸 臺灣 
  1994 1995 1996 1994 1995 1996 1994 1995 1996 
所有移民 # 44,169 31,746 29,871 12,468 13,290 17,479 7,411 7,691 13,165
 % 19.73 14.94 13.33 5.58 6.25 7.8 3.31 3.62 5.88
 排名 1 1 1 4 3 3 5 6 4 
資料來源：整理自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1997. 

                                                 
7 以人口普查的百分之廿為計算樣本，不包含非長期居住人口。 
8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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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中國遷入加拿大移民數：1923-1947              單位：人 
年份 移民 年份 移民 年份 移民 年份 移民 年份 移民 
1923 711 1928 3 1933 1 1938 0 1943 - 
1924 676 1929 1 1934 2 1939 0 1944 - 
1925 0 1930 0 1935 0 1940 0 1945 0 
1926 0 1931 0 1936 0 1941 - 1946 8 
1927 0 1932 0 1937 1 1942 - 1947 21 

資料來源：朱國宏《中國的海外移民─一項國際遷移的歷史研究》第 264 頁
9
。 

 

（三）加拿大華人移民的方式 

移加的方式主要有難民移民 (refugees) 、技術移民 (skilled workers) 、商業移民 
(business) 和家庭依親移民 (family class) 四種。 

從表 3-4 港、中、臺三地移民加拿大情形看來。除僅有中國大陸獨具的難民移民外，

香港在各方面的表現情形均名列前茅，而臺灣次之，中國大陸殿後；1970 年代加拿大政

府開始提供投資環境，吸引商業移民
10

。1978 年開始商業移民計畫，簡介商業與自雇的

項目。1986 年加國聯邦政府增加單獨投資項目。這些計畫吸引了包含港、中、臺三地的

大量亞洲人到加投資。三年間，香港獨佔了三分之一強的商業移民，名列第一。臺灣則

佔五分之一弱，名列第二。中國大陸亦有約百分之一以上 (Woo, 1998)。又港、臺二地

在技術移民上，與商業移民一樣，連續三年分佔第一、二。這可能與港、臺近年在教育

及經濟上的成就相關，使得移民方式的選擇性增加。而在家庭依親移民上，臺灣的移民

人數未能擠進前十名，這可能是與臺灣移民較晚，而導致可依親的家庭較少有關。 

表 3-4  港、中、臺 1994-1996 年移民加拿大方式統計表 
  香港 中國大陸 臺灣 
  1994 1995 1996 1994 1995 1996 1994 1995 1996 

#   152 487 525   
%   0.74 1.74 1.83   

難民移民 
(Refugees) 

排名   27 10 14   
# 5,923 6,886 7,045 472 1,292 2,930 1,899 2,495 4,561
% 20.4 19.85 16.81 1.63 3.72 6.99 6.54 7.19 10.89

技術移民 
(Skilled 
Workers) 排名 1 1 1 12 7 3 2 2 2

# 3,122 1,778 2,308 79 141 215 1,154 914 1,181
% 44.45 33.59 37.52 1.12 2.66 3.5 16.43 17.26 19.2

商業移民 
(Business) 

排名 1 1 1 16 6 4 2 2 2
# 9,487 8,049 5,267 7,789 6,403 4,235   
% 10.11 10.43 7.79 8.31 8.3 6.27   

家庭移民 
(Family  
Class) 排名 3 2 2 4 4 4   

# 6,474 295 163 20 409 2,542 843 44 31
% 52.31 4.78 2.05 0.16 6.63 31.95 6.81 0.71 0.39

其他 
(Other) 

排名 1 3 4 27 2 2 3 11 22
資料來源：整理自 Statistics Canada, 1997. 資料以人口普查的百分之二十為計算樣本；不包含非

長期居民在內。時間為 1991 年至 1996 年 4 月為止。 

                                                 
9 朱國宏之資料亦引自沈已堯著《海外排華百年史》第 65-67 頁。 
10 加拿大的商業移民包括投資 (invest immigration) 和自雇 (self-employment) 移民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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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拿大華人移民地的分布 

1. 省的分佈 
移民到加拿大是可以很自由選擇居留地的 (Johnson and Lary, 1994) 。但因各省對

移民的法令不一，導致港、中、臺三地的移民者在居留地的選擇上，亦會有所不同 (見
表 2-5)。 

1-1. 香港方面： 
從 1967 年加拿大政府修改了移民條例，大開移民之門後，加拿大成為香港移民主

要的移入地。1961 年前香港移加國人口均未上榜
11

。1960 年代開始，迅速湧進了大量移

民人潮，排名即從 1971 年的第十名到 1981 年的第四名再到 1987 年的第一名，至今 1996
年亦居第一 (Johnson and Lary, 1994)。省的分佈上，1991-1996 年間，以安大略和卑詩

省二地最多人，亞伯達省其次。 
1-2. 中國大陸方面： 
中國大陸挾以眾多之人口，移民全加人數由 1961 年前的第十名躍升到 1991-1996

的第二名。期間，1991-1994 年間平均每年超過兩萬人的移民人數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1997)。其移民人口分佈亦最廣。1961 年前，進入前十名的省分僅

有薩克斯其萬 (Saskatchewan)、亞伯達 (Alberta)、卑詩省 (British Columbia) 和紐芬蘭 
(Newfoundland) 四地。但到了 1991-1996 期間，除育空地區 (Yukon territory) 外，其移

民人數均進入各省移民人口前十名內，在名次上大多擠進前三名內。 
1-3. 臺灣方面： 
臺灣的移民強度在近年來非常旺盛，1989 年七月護照條例公布實施後臺灣移民出

國已不需向政府申請批准。尤以解嚴後，移出政策在「移出從寬、移入從嚴」原則下，

移民特性從傳統華僑移民轉型為技術性、投資性的高級知識性的移民 (國家發展研究文

教基金會, 1995)。1991-1996 年間，臺灣人移加國總人口數達 22,735 人，為該時期所有

移民國的第七名。單就卑詩省而言，該時期就有 22,735 人移入，位排名第三。可見臺灣

移民力旺盛，而且非常集中。 

 
2. 都會區分佈 
在都會區的分佈上，以中國大陸的分佈最為廣泛。數量上，則以香港排行最為領

先。而臺灣人則集中於溫哥華一地 (見表 2-6)。 
1991-1996 間，中國大陸移民居住的城市以多倫多和溫哥華為主，各移入 35,330 

(8.0%) 和 27,005 (14.2%) 人，此兩地亦為華人居住之重鎮。其次愛德蒙頓 (Edmonton) 
和卡加立 (Calgary) 二地，此二地港人亦快速的移入，近年來香港及中國大陸移入之人

數不分軒輊。另外的幾個大都會區則僅有中國大陸的移民排名進入前十名，其中又以漢

彌爾敦 (Hamilton) 與蒙特婁 (Montreal) 二地是在 1991-1996 期間才開始有顯著移民

的。 

 

                                                 
11 指排名各省前十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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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拿大華人移民的特徵 

傳統的華人移民有著男性為主、沒什麼技術和缺乏英文能力的特徵。現在的華人

移民特徵則轉型以技術和投資為主。港、中、臺三地的移民增加速度以香港最快，中國

大陸分佈最廣，臺灣最晚 (剛起步) 而最集中。其實，移民政策的因素會直接影響到移

民的意願。移民者會考慮那個國家容易移民而選擇移民的地區。 
據初步的了解，港、臺移民對生活條件要求較高，而生存條件可應環境改變而隨

時改變。移民選擇移居地多考量子女教育、生活環境、治安等因素，並以商機多、華人

多的地區為主：一則，目前加國工作機會不多，有些商人便尋找有商機的地區以進行港、

臺與加貿易。另一則，有些投資移民者因挾大量資金對工作之需求並未迫切須要時，對

子女教育和原本居住地「中國人」的生活型態
12 則較為注重，故會選擇華人多的地方，

故有稱「Vancouver」為「Honcouver」之說。中國大陸移民對環境的選擇要求較少，只

要能生存下去的地方就可能地居下來，故分佈較廣。然整體而言，華人分佈上仍以沿美

國邊境較溫暖地區居多，在亞伯達省、薩克其萬省及曼尼托巴三農業省因較具農業商

機，故開始吸引港、臺移民，而其進程是自西向東的。而東北因以捕魚為主又較為寒冷，

故考慮順序上則較為後面。 
加國本為一提倡多元主義的移民國家，國家內種族歧視情形較緩。目前加國仍以

英裔之人口為最，但在亞洲大量的移民潮衝擊下，如果以現在的速度不減弱的話，其領

先的情勢，可能很快的將被亞裔取代。本研究僅初步對港、中、臺三地對加國移民的現

況作初步瞭解，尚有許多研究如：移民動機背景如何？各時期移民在加國的流動如何？

三地間，各在選擇移民居住地的決策過程為何？有何異同？仍須進一步的研究。 

                                                 
12 指傳統能煮中國菜、能說華語 (英語能力不強) 、能串門子聊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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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港、中、臺，移民加拿大各省前十名內統計表 
  香港 中國大陸 臺灣 
  小計 1961 以

前 
1991-199

6 
小計 1961 以

前 
1991-199

6 
小計 1961 以

前 
1991-199

6 
加拿大 # 241,095  108,915 231,055 17,545 87,875   32,140
Canada % 4.8  10.5 4.6 1.7 8.5   3.1
 排名 4  1 6 10 2   7
魁北克 #   7,930   
Quebec %   5.3   
 排名   4   
安大略 # 120,145  51,020 104,190 41,685   
Ontario % 4.4  9.1 3.8 7.4   
 排名 5  1 7 2   
曼尼托巴 #   1,285   
Manitoba %   6.7   
 排名   2   
薩克斯其萬 #   460 2,815 495 1,090   
Saskatchewan %   5.9 5.4 2.5 14.1   
 排名   4 5 9 1   
亞伯達 # 20,240  7,350 23,515 2,355 6,595   
Alberta % 5.0  10.6 5.8 2.7 9.5   
 排名 7  2 3 10 3   
卑詩省 # 89,200  45,565 78,655 6,645 28,435 30,015  22,735
British % 9.9  21 8.7 3.6 131 3.3  10.5
Columbia 排名 2  1 3 6 2 8  3
育空地區 #     
Yukon %     
Territory 排名     
愛德華王子島 # 100  70 115 30   
Prince Edward % 2.3  16.3 2.3 7.0   
Island 排名 6  2 5 5   
紐芬蘭 #   350 60 215   
Newfoundland %   4.1 3.4 14.3   
 排名   4 5 2   
新斯科細亞 #   255 865 370   
Nova Scotia %   3.9 2.1 5.7   
 排名   8 7 5   
新伯倫瑞克 # 195  40 525 210   
New Brunswick % 0.8  1.6 2.2 8.1   
 排名 10  9 5 3   
資料來源：整理自 Statistics Canada, 1997. 同表 3-4。 



 17 

 

表 3-6  港、中、臺，移民加拿大各大都會區前十大分布統計表 
  香港 中國大陸 臺灣 

  小計 1961
以前 

1991-199
6 

小計 1961
以前 

1991-1996 小計 1961 以

前 
1991-199
6 

多倫多 # 110,990  48,535 87,615 35,330   
Toronto % 6.3  11.0 4.9 8.0   
 (安大略)  排名 3  1 5 3   
漢彌爾敦 #   655   
Hamilton %   3.7   
 (安大略)  排名   8   
溫哥華 # 86,215  44,715 72,910 5,545 27,005 29,330  22,315
Vancouver % 13.6  23.6 11.5 6.4 14.2 4.6  11.8
 (卑詩省)  排名 1  1 3 5 2 6  3
蒙特婁 #   6,650   
Montreal %   4.9   
 (魁北克)  排名   4   
渥太華-赫爾 #   6,790 3,210   
Ottawa-Hull %   4.2 8.4   
 (安大略－ 
  魁北克)  

排名   5 2   

愛德蒙頓 #   2,850 10,150 950 2,860   
Edmonton %   10.5 6.4 3.0 10.5   
 (亞伯達)  排名   3 3 8 2   
卡加立 # 10,795  4,345 11,495 1,080 3,365   
Calgary % 6.3  12.9 6.7 3.8 10.0   
 (亞伯達)  排名 4  1 2 8 3   
溫尼伯 #   3,190 1,205   
Winnipeg %   2.9 7.5   
 (曼尼托巴)  排名   10 2   

資料來源：整理自 Statistics Canada, 1997. 同表 3-4。 

 

四、澳洲的華人移民 

（一）澳洲的亞洲移民趨勢 

澳洲的人口在 1995 年時為一千八百萬。其中有四分之一人口在海外出生，而絕大

多數人口都是曾經移民澳洲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澳洲人。1901 的移民限制條款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也是其推行「白澳政策」的依據，以限制英國以外的移民。

二次大戰以後，澳洲開始允許歐洲來的難民及新移民，亞洲移民則是在一九七○年早期

才開始被接受。近二十年以來，亞洲移民佔有移民人數中顯著比率，在 1990 年達到高

峰。在抵達澳洲的新定居者 (new settler arrivals) 當中，略過半數的移民來自亞洲。1996
年的估計顯示，亞洲出生的居民佔澳洲居民的 5% (McNamara, 1997: 49)。由於人數的遽

增以及亞洲人的外顯性，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以及政治人物 Pauline Hanson 在言論上

對亞洲移民的聲討。近年來媒體持續報導有關亞洲移民遊客所遭受的言語及肢體上的攻

擊，令人質疑「白澳政策」的「遺毒」是否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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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McNamara (1997: 51) 的分析，亞洲的移民人數在 1983 至 1995 年之間呈現不

穩定的成長狀態。1988-89 年為成長的高峰期，達 145,000 人。1993-4 年跌到 70,000 人，

而在 1994-95 年回升到 87,428 人。其數量的波動肇因於政府政策的調整，同時也來自移

民需求變化所產生的影響。1990 年澳洲經濟不景氣時，移民數量驟減，而其移出地的政

治因素影響最大。如越戰結束之後，中南半島的居民為脫離共黨政權的統治，紛紛以難

民身份申請進入澳洲；1984 年中英協定訂定之後，香港申請移民的人數大增。天安門事

件以後，1990-1991 年間之香港移民澳洲人數也大幅增加。亞洲國家中產階級所主導的

亞洲四小龍，都是移民輸出的主要國家。中國大陸自改革開放之後，移民人數亦大增。

這些現象形成了中國人向外擴散 (Chinese Diaspora) 的現象。 
此研究之長期目標希望針對澳洲的臺灣移民作深入的了解，以超越統計數字或者

媒體的報導。有關澳洲的亞洲移民研究份量不少，主要是根據統計數據所作的分析 
(Inglis et al. 1992, Coughlin and McNamara, 1997; Hugo, 1998)。然而自從專事於移民的研

究機構 Bureau of Im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Multicultural Research (BIPMR) 關閉之

後，以一手資料為根據的移民研究較難進行。以下兩個部份對於最近十年以來華人移民

的了解，來自相關的研究報告及統計資料，以及個人最近到澳洲對臺灣移民的初步了解。 

 

（二）澳洲華人移入者的特徵及分佈情況 

一直到七十年代，澳洲的華人都是以中國出生 (China-born) 的為主。早期的華人

主要來自廣東省的四邑，在十九世紀末期及二十世紀因受僱於開發金礦之活動，而飄洋

過海到澳洲。 
從 1986 年的澳洲人口普查可知，出生於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三地的移民急速地

增加。1986 年至 1991 年之間其移民數增加的幅度達 557.8% (Hon and Coughlin, 1997: 
724)。85%在臺灣出生的 (Taiwan-born) 移民, 都是在 1985 年以後來到澳洲，此係澳洲

移民政策越來越偏向引進商業及技術移民所致。東亞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以及其政治

上的變化，也是促進中國大陸、香港及臺灣三地移入澳洲的觸媒因素。另外，澳洲政府

在 1980 年中期開始積極推銷其教育機會，也牽動了大量移民，吸引亞洲學生到澳洲留

學，特別是香港、馬來西亞及中國大陸的華人。 
大部份的華人移民都是在過去十年才來到澳洲。其中包括了 1989 年天安門事件之

後因人道主義考量而獲得特別臨時簽證的學生及其家人，估計數字為 24,000 人 (Hon and 
Coughlan, 1997: 145 )。中國出生 (China-born) 的人口在 1986 至 1991 年間因此增加了一

倍 (Hugo, 1995)。 
澳洲華人移民的來源地主要是中國大陸、香港、臺灣、馬來西亞、越南及澳門。

1991 年的人口普查顯示：澳洲人口中有 0.5%出生在中國大陸，0.3%出生在香港，而 0.1%
出生在臺灣，0.4%出生在馬來西亞，及 0.7%出生在越南 。如果以在家能說英文以外的

第一外國語來看，說華語的居民佔 1.6%，僅次於意大利語 (1.6%) 及希臘語 (1.8%)。
這五個華人的來源國或地方與澳洲的貿易關係越來越密切。例如，中國大陸在 1995-6
年是澳洲的第五大貿易國。星加坡排行第七位，臺灣第八位，而香港第五位，澳門第 88
位。1995-96 年澳洲與這五個地區的貿易總量舉足輕重，佔澳洲全球貿易量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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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外貿的總金額中，這五個地區佔了 18.2% (Ho and Coughlan, 1997: 121)。 

Hon and Coughlan (1997) 曾針對來自六個地區 (中國大陸、馬來西亞、星加坡、臺

灣、香港及澳門 ) 的華人討論移民的原因、特徵以及遷移性質。主要的資料來源是來

自 1991 年的澳洲人口與住房調查。該普查以出生地作為移出者的原居地，恐怕會產生

一些偏誤，例如從臺灣、香港、新加坡到澳門的移民由於其出生地是在中國大陸，而被

歸類為中國大陸出生 (China-born) 移民。 

表 4-1   臺灣、香港及中國出生移民的比較 

 人數 性別比 年齡

(25-49)
房屋 

自有率

 (%) 

不會說英

語或說的

不好 

失業 
人口 

 1981 1986 1991 1993*      
臺灣出生 877 2,041 13,025 － 83.6 42.7 74.8 42.4 27.7%
香港出生 16,300 29,400 62,400 80,800 96.5 46.6 69.5 19.5 13.6%
中國出生 26,800 38,800 84,600 91,500 113.1 57.7 49.5 48 16.6%

整理自：Graeme Hugo & Chris Maher 1995.  Atlas of the Australian People － 1991 Census:  

National Overview, Figures 14, 27, 61. 

 

在性別年齡的分佈方面，臺灣出生的女性移民比男性高出很多。原因是當臺灣的

小家庭遷到澳洲之後，丈夫大多會回到原居地經商，而把妻小留在澳洲──此點與香港

移民有類似的情況 (見表 4-1)。根據 Skeldon (1997) 的研究，1991 年加拿大的年齡在

25-44 歲之香港出生人口中，女性比男性多出很多。溫哥華的性別比例為 85 (女性 = 
100)，而多倫多為 92。25 歲以下的香港出生人口中，男性所佔比例則較高。因此，人

口遷移導致女性為戶長的家庭增加。而年輕男子的比率偏高則是因為男孩比女孩出國受

教育的機會較大 (pp. 229-230)。這種現象也可以從澳洲 (Kee & Skeldon, 1994) 及紐西

蘭的研究 (Ho & Farmer, 1994) 得到印證。 
華人當中的空間分佈也有明顯的差別 (Coughlin & McNamara, 1997: 133)。香港出

生的多集中在雪梨的 Ku-ring-gai 市，星加坡出生的集中在伯斯的 Melville City，而中國

大陸出生的則集中在雪梨的 Canterbury 市。其分佈的特點有三：即集中於都市成長地區

的新中產階級的地區、大學附近、以及勞工階層所在的郊區。這些地區都與中國城有一

段距離。這些地點是如何形成的，尚須進一步的研究。曾經研究中南半島移民多年的

Vivianni (1996) 指出，移民初步抵達的地點、就業市場、房屋市場、家庭連鎖遷移及社

會流動都可以解釋越南移民的集中情況。圖 4-1 為中國大陸出生、香港出生及臺灣出生

移民在澳洲的分佈與集中情形。 
英文能力及教育程度是決定移民可否適應的重要因素。在六個華人出生地區當

中，星加坡及馬來西亞出生者最能掌握英文能力，而中國大陸及臺灣出生者英語最遜。

雖然同為中華後裔，六個出生地不同的華人不盡相同之特徵卻不被澳洲統計局 (ABS) 
所了解，因而 1991 年的普查內容並不涵蓋華人的祖籍，而只表示在家所說的某一種語

言。在這六個國家當中，馬來西亞及星加坡出生的人所受教育程度最高，而臺灣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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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受的教育最低。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大部份馬來西亞及加拿大居民都受過澳式或英式

中學教育，或曾前來澳洲唸國際學校所致。反之，臺灣大多數移民則經由經濟移民的管

道來到澳洲，相較之下，英文能力較差。從表 4-2 可見，自認為不會說或英文說得不好

的人，中國大陸與臺灣出生者所佔的比例分別為 48%與 42.4%。 
在就業方面，中國大陸移民的就業率 (64.0%) 比臺灣的勞動參與率 (28.5%) 高出

很多。從高房屋擁有率及經濟移民的類型看來，臺灣移民的低勞動生產率或許正顯示其

雄厚的經濟實力，可以讓他們不需要或不去積極尋求工作。在六個國家中，從事私人企

業者仍佔多數。除了中國大陸出生的移民之外，其它五個國家出生的移民中，有三分之

二擁有自己的房屋。雖然澳洲華人屬高教育群，但如果不具英聯邦國家所承認的學歷資

格，謀職較為不易。中國大陸出生的移民從事工廠及勞工工作居多。Ho 與 Coughlan 
(1997) 的分析認為外國出生的華人比澳洲人較為年經、教育程度較高，因此對澳洲有寶

貴的貢獻 (p.166)。Coughlin 及 McNamara 也認為，由於移民政策鼓勵經濟及技術移民

前往澳洲，其華裔社會會逐漸擴大，導致不同國籍通婚、高水準的英文能力、高教育程

度及傑出的職業成就，這些因素都有助於華人在社會及經濟方面融入澳洲社會。 
為了了解這些移民所建立的亞-澳文化及商業關係，迫切需要對一些出生地不同的

華人社區從事較徹底的研究，以作為對普查導向研究成果的補充。以下係作者嘗試對布

里斯本的臺灣人作一初步分析。 

 

（三）澳洲的臺灣人 

臺灣出生 (Taiwan-born) 的移民是成長最快的族群之一，在 1986 至 1991 年間增加

了五倍之多。部份是因為澳洲在八十年代末期與九十年代早期，把幾個 NIC 國家訂為引

進經濟與商業移民的目標 (target)，而臺灣是其中一個。1981 年澳洲只有 877 個臺灣出

生的居民， 1986 年時有 2,041 人， 1991 年有 13,025 人 (見表 4-2)，而 1996 年已增長

到 19,547 人13。 
有關澳洲的臺灣移民研究非常有限，從統計資料來看 (表 4-2)，臺灣的性別比例偏

低，25-49 歲移民人口的房屋自有率、英文程度、以及失業人口比率，與中國大陸及香

港出生者有所不同。 
根據遠東經濟評論在 1995 年出版的一篇短文中指出，臺灣會選擇移民的前八項理

由依序為：經商因素、小孩教育、離開低品質的生活、求學、臺灣的社會福利不足、害

怕中共入侵、害怕政治不穩定和依親。而移民到澳洲區位選擇上，Ip 和 Wu (1997) 在臺

灣移入澳洲的移民經驗研究中，從居留地人數上發現：昆士蘭人數最多、新南威爾斯其

次。他們認為從臺灣南部 (如高雄、臺南) 來的民眾較喜歡布里斯本；而住在北部 (如
臺北) 的移民則較喜歡選擇雪梨和墨爾本。同時，針對其遷移的動機，研究者發現：教

育、家庭與個人的關係、對澳洲環境和生活型態的喜好是遠比經濟機會來得重要。很少

的臺灣的移民會事先安排好工作，大多數都是在第一次來的時候，帶著大量能維持生存

的存款或資金而來，而展開置產的投機事業 (speculating on properties)。當他們取得當地

                                                 
13 此數字由 Graeme Hug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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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久居留權時，便回到臺灣繼續他們的經濟活動。 
在與社會的溶入方面，Ip 和 Wu (1997) 認為：語言是最主要的障礙因素，因此臺

灣人士要在移民後短期內安置好自己的事實是有困難的；Hugo (1995) 的統計分析也顯

示臺灣出生的移民有 42%不會說英語，或自覺說得不好，這顯然是構成臺灣移民在短期

內難以適應澳洲社會的原因，因此有 27.7%未就業，比起澳洲人的失業率高出了很多。

在 Ip and Wu (1997) 的研究中，41.1%的臺灣移民曾有被歧視過的經驗。 
李聖蕊是一位臺灣移民，在其學士論文中（Lee, 1992）指出：澳洲雖一再提倡多

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但是當地居民對移民的期待卻是希望他們同化，變成澳

洲人。臺灣人對澳洲感到有相當的距離，即使是年輕的一代，也感覺無法完全被當地社

會所接受。一些婦女雖然因移民而辭去原居地的工作，因為不願意離開在臺灣的丈夫而

不想留在澳洲。男性移民則大部分面臨失業。可能是由於沒有生活的壓力，他們對於找

工作不太積極，也不願接受不適合自己興趣及地位的工作。對於在學兒童而言，他們常

遭到歧視而對澳洲人感到反感。由於英語欠佳，不願意與不了解當地的商業文化與澳洲

社會，若干臺灣移民無法在澳洲建立事業，而考慮回到臺灣。 
David Schak (1997) 以人類學的觀點來研究臺灣人在布里斯本經商時所遭受的困

難。他估計布里斯本從八十年代中期前的不到兩百人，增加到九十年代的一萬五千到兩

萬人間。他們大多聚集在號稱「小臺北」的 Sunnybank 及其周遭的郊區。聚集的原因有

三：首先，這裡有許多待開發的土地，可以提供設計並建造自己夢想的房屋。其次，當

最先移民來此地者買了或蓋房子後，便開始了連鎖的遷移。第三，當地地勢平坦，開車

容易，離購物中心近，更吸引了喜愛購物之臺灣人的青睞。然而，因為他們所蓋的大房

子與當地房子的形式格格不入，加上價值高昂，而造成不易脫手的困境。 
雖然臺灣人多以經商理由移民，但卻多經商困難。主要在於其移民真正的目的也

許不在經商，而另有其真正的原因，包括無壓力的小孩教育環境和空氣清淨、開放空間

大及良好的自然環境等環境要素。另外，在臺灣如政情的不穩定、社會治安的不良、和

環境品質的惡化等推力因子，使得人民移向澳洲。 
在移民所面對的問題上，有因為丈夫經常不在家，而妻子常因獨處在陌生環境下

擔心，而導致憂鬱症；同時也擔心小孩擁有太多錢、染上壞習慣等問題；另外還有因為

親子間英文程度的不同，而產生的代溝問題；年紀大的臺灣移民有適應不良的問題、及

經商者無法與當地勞工溝通的問題。最後作者認為澳洲政府可以透過政策，針對臺灣移

民需求，協助其經營事業，以防止一些年輕人因適應不良而離開。 
經過較長的時間，一些移民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興趣的工作或活動14。一些臺灣團

體 (例如國際佛光會昆士蘭協會、佛光山中天寺、臺灣在澳協會及昆士蘭臺灣慈濟暉婦

女聯合會) 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對當地社會有影響力，成為 Sunnybank 的美談。 
布里斯本雖聚集了不少的臺灣人，可惜在最近出版的 The Social Atlas of Brisbane 

(1998) 並未註明居民的祖籍，而只是以說華語居民的百分比來顯現其族群的特色。在當

地使用華語最多的社區為 Stretton, Robertson, Calamvale, MacGregor, Sunnybank Hills 及

Eight Mile Plains。臺灣人在這些地方的影響是否在未來會增加是值得研究的。作者親臨

                                                 
14 例如一位傅先生買下了十個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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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bank，參觀了久已有所聞的臺灣人住所。通常他們的房子較大，庭院較小，圍牆

很高，與一般本地人的房子不太一樣。 
雖然澳洲的普查資料豐富，而且可以購買得到原始資料及專書，研究移民仍需要

從其社區開始，尤其是普查經常把講同一語言的人歸在一類，而忽略了其差異性。因此

對華人內部的差異性無法掌握。幸而有幾篇論文對於華人的異質性作進一步的研究 
(Beattie, 1986; Lee, 1992; Ip and Wu, 1997)。本人因此希望可以進一步了解澳洲各大都市

的臺灣人，包括了雪梨、布里斯本、墨爾本及阿德雷，以下是幾個想要探討的問題： 
1. 移民初入澳洲的決策過程； 
2. 移民的空間分佈之變化； 
3. 兩性在遷移後的親子角色；臺灣家庭兩代之間的差別? 
4. 臺灣人的文化認同； 
5. 臺灣人在澳洲的組織很多，其功能為何? 對移入者的協助為何? 
6. 當地居民對臺灣人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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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隨著亞洲在本世紀後半葉快速地邁向全球化的發展，不僅亞洲在全球經濟版圖上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亞洲的人口遷移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亞洲國家中產階級

所主導的亞洲四小龍，都是移民輸出的主要國家。中國大陸自改革開放之後，移民人數

亦大增。這些現象形成了中國人向外擴散的現象。 
在全球人口大遷移的時代中，華人的國際移民不僅是國際人口遷移的重要環節之

一，同時更重塑了全球許多地區的社會與政經情勢、甚至種族問題 (例如 Simmons, 
1998)。儘管有關亞洲移民的研究及學術活動在移入國相當的活躍，然而臺灣關於國際

遷移的研究則非常有限。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傳統的華人移民以沒什麼技術和缺乏英文能力的男性為主要特

徵，當代的華人移民則轉型以技術和投資為主要特徵。當代移往北美與澳洲的華人遷移

者，經常在母國與移民國之間飛來飛去，更顛覆了傳統對移民的認定。新華人移民 (new 
Chinese migration) 的複雜性，比起早期移民較高，而且引出不同的議題，例如華人的認

同 (Chinese identity)。 
另一方面，大量的華人雖然已然移入地主國家，仍然回到母國，對於西方國家所

定義的「國家」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涵義，產生了重大衝擊。隨著時間的流轉

與下一代的語言能力變化，新的社會背景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衡量的。 
在香港、中國大陸、臺灣三地的移民中，以香港的國際移民增長的速度最快，中

國大陸的國際移民分佈得最廣，臺灣向外移民起步得最晚且最集中。雖然美國、加拿大

及澳洲等接納大量華人的國家有著豐富的普查資料，但是普查卻通常把講中文的人歸在

一類，而忽略了其中的差異性，對華人內部的差異性也無法掌握。 
為了解華人移民的複雜性、以及這些移民所建立的跨國文化及商業關係，迫切需

要對來自不同地區或國家的移民華人及其所居住之社區從事較徹底的研究，以彌補傳統

依賴普查導向式研究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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