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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澳洲臺灣移民之生活現況分

析及僑務政策上的涵意 

徐榮崇*、姜蘭虹** 

摘  要 

過去卅年，國際移民已成為全球化研究議題中重大的項目之一。移民的多樣

性也導致了新的研究議題與人口政策考量。本研究調查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

託完成，目的在建立旅居澳洲臺灣僑民之重要基礎數據，以提高僑民在澳洲被重

視的程度，並做為政府僑民服務、相關政策制定及學術界研究之重要參考。 
在方法上，首先採用澳洲 2001 年普查資料，以了解一、有關臺灣移民之人口

統計及其特徵。再經過實地調查及問卷，共蒐集居住在澳洲雪梨、布理斯本、墨

爾本及伯斯等四大都市之臺灣移民家庭計 319 戶，1,028 人以了解二、臺灣移民當

初移民之動機與過程、生活現況與適應情形，以及回流之情況；並蒐集三、澳洲

臺灣移民對政府僑務工作之了解程度與服務需求。最後，將依據調查結果對我國

僑民政策提出：一、政府應加強與整合國人移民前的諮詢管道與資訊服務，二、

增加海外僑務服務面向，以加強僑胞之向心力，三、積極建構海外華語文教育教

材資源通路，四、協助編撰適合當地之華語文教材以及五、擴大回流移民協助與

優惠措施，吸引僑胞返鄉投資等，五點政策上的涵意。 
本研究獲得的調查統計資料補足了過去的普查資料研究與質性研究間的斷

層，其結果與先前的質性資料亦有相當程度的呼應與相互驗證。對澳洲臺灣僑民

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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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澳洲臺灣移民之生活現況分

析及僑務政策上的涵意 

徐榮崇、姜蘭虹 

壹、前言 

過去卅年，國際移民已成為全球化研究議題中重大的項目之一。移民的多樣

性也導致了新的研究議題與政策考量。從 2001 年澳洲普查得知，該國共吸納了約

185 個國家與地區的移民，海外出生的人口占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強（21.9％），是

一個主要由移民所組成的國家。澳洲當代（contemporary）華人移民的來源地主

要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澳門，這些亞洲國家與澳洲的

全球貿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Coughlan, 1998）。2001 年澳洲的人口普查顯示：澳

洲人口中約有 0.75％（142,780 人）出生在中國大陸，0.35％（67,121 人）出生在

香港，而 0.12％（22,418 人）出生在臺灣，0.42％（78,858 人）出生在馬來西亞

以及 0.18％（33,485 人）出生在新加坡。大部分在這些國家出生的移民都說華語，

因此可稱為澳洲華裔。澳洲移民在家中說華語的居民高居除英語以外語言的第一

位，占全澳洲人口 2.1％，其次為說義大利語的人口（1.9％）。要了解澳洲的華人

移民，除了可以從普查的資料中得知以外，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of Australia（簡稱 DIMIA），及其前身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of Australia（簡稱 DIMA）和

Bureau of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of Australia（簡稱

BIMPR），每年所發行的統計出版品，也是資料蒐集的主要來源。此二項資料各

有優缺點，在資料使用上具有互補的功能。 
由於臺灣移民至澳洲的時間較晚而且人數也少，在人口普查蒐集資料時雖然

有登錄臺灣出生（Taiwan-born）的類別，但在其普查後所公佈的資料及出版品中，

1986 年開始才陸續有臺灣出生的人口分析，但多數均將臺灣出生人口列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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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使得無法從該資料中獲得詳盡的報導。若要針對臺灣移民做詳細的了解，

唯有向澳洲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簡稱 ABS）申請購買個別項目

資料。可是，對於臺灣移民當初移民之動機與過程、生活現況與適應情形、未來

之規劃與回流臺灣發展之可能性等等較為深入之研究議題，是無法單從普查資料

上獲得。針對澳洲臺灣移民之研究，國內學者姜蘭虹暨徐榮崇，曾多次前往澳洲

進行實地的調查與研究，多年來對於澳洲臺灣移民的移入地偏好、移民過程、居

住地選擇和決策、就業情形、社會適應等議題做過深入探討，並於六年來在國內

外各相關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姜蘭虹、徐榮崇，民 89；姜蘭虹、宋郁玲，民

90；姜蘭虹、徐榮崇，民 90；徐榮崇、姜蘭虹，民 90；徐榮崇，民 91a、民 91b、

民 91c；徐榮崇、姜蘭虹，民 92；徐榮崇、姜蘭虹，民 93；Chiang, 2001；Chiang, 
2004a, 2004b 及 Chiang & Kuo, 2000），其研究多偏向使用深入訪談之質性研究方

法，也因此在澳洲臺灣僑界建立了不錯的社會網絡。 
過去礙於有限的經費與人力，無法建立臺灣移民之基本資料。本研究為一政

策性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為補足澳洲普查資料與深度質化研究之間之斷

層。本研究首先採用 2001 年普查資料，以了解一、2001 年澳洲普查中有關臺灣

移民之人口統計。經過實地調查以了解；二、臺灣移民當初移民之動機與過程、

生活現況與適應情形，以及回流之情況，及三、蒐集澳洲臺灣移民對政府僑務工

作之了解程度與服務需求。最後，本研究將依據調查結果對我國僑民政策提出一

些見解。 

貳、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針對澳洲雪梨、布里斯本、墨爾本和伯斯四大都

市，取得公民（Citizen）、永久居留權（PR）、暫時居留權（TR）及留學生之臺灣

移民進行問卷調查。抽樣上是以家庭為單位，調查主要採取分層抽樣方式。根據

2001 年普查資料顯示，澳洲臺灣移民主要分布在澳洲東部的雪梨、布里斯本和墨

爾本三大都市及西岸的伯斯。故而取樣上，以雪梨的北（S1）、東南區（S2）、中

西（S3）及市區（S4），墨爾本的東南區（M1）、中（M2）、布里斯本的南（B1）、

北區（B2）以及伯斯全市等居住地分布比例為第一取樣依據（圖一、圖二、圖三）。

再則，除了考量居住地分佈外，亦考量他們的移民參加的團體、移居時間、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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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雪梨台灣出生移民居住地分布暨樣本分區圖（2001） 
資料來源：2001 澳洲普查未出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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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墨爾本台灣出生移民分布暨樣本分區圖（2001） 
資料來源：2001 澳洲普查未出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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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布里斯本台灣出生移民分布暨樣本分區圖（2001） 
資料來源：2001 澳洲普查未出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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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及職業等特質，以達到樣本的代表性。 
由於本研究為一項移地研究，未能預知母群體之分布情形，如果用隨機抽樣

是有其困難性的。礙於研究的人力、經費與時間，本研究僅由二位作者於民國 92
年 6 至 7 月實地至澳洲進行樣本的取得與調查工作。樣本主要以僑委會提供之樣

本名冊為抽樣依據（其中，樣本分為正取樣本、增補樣本及備取樣本戶三類型），

然而實際進行研究時發現，樣本名冊上提供之電話多數無法接通或為錯誤號碼，

能取得聯繫且願意配合者人數不多，故須透過朋友相互介紹的滾雪球抽樣方式作

為取得樣本的輔助方法進行問卷調查。也由於澳洲都市幅員廣闊，訪問樣本戶之

間的距離甚為遙遠，從訪問，或留置問卷到回收問卷，在經費及人力有限和時間

壓迫下，其工作是相當困難的。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主要包括個人問項及家庭問項二部分，其內容包括基本

資料、移民動機、就業、華語文教育、社團參與、僑社服務和適應與回流等七大

面向，共計 58 題。經過樣本資料統計及分析後發現，實地調查的樣本內容分析與

澳洲普查局的普查資料在年齡分布與性別比例上有出入現象，故針對不一致部分

予以權數調整。其調整以五歲年齡組距為單位，七十歲以上各組樣本數皆相當少

故予併組，未填答部份則依該份問卷內之相關訊息，如：與主受訪者關係、抵澳

時間、現在就業狀況等，再交叉比對全戶家庭成員間之關係，儘量補正有缺漏的

問卷，若實在無法辨認，則將該份樣本之權數設定為 1。因此，本文調查結果即

為調整後之數據透過 SPSS 工具換算後的結果。因為移民動機部分是以家庭為單

位進行調查，故不做加權數處理。 

參、研究結果 

一、普查資料分析 

根據澳洲普查資料得知，澳洲在 2001 年共有 22,418 位臺灣出生的移民。比

前一次 1996 年普查的 19,547 人數增加了 14.7％。過去廿年移民澳洲的高峰期在

1990 至 1991 年間，第二高峰期在 2000-2001 年間（圖四），主要分布在昆士蘭、

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和西澳洲四個省（圖五）。同時，有明顯的向雪梨、墨爾本

及布里斯本三個城市集中的趨勢。2001 年約有 88.5％的臺灣出生移民集中在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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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歷年澳洲臺灣出生移民居留人數趨勢圖，1985-2002 
資料整理自：DIMIA, Settler Arrivals, various issues 

 
 
 
 

 

圖五 臺灣出生移民在澳洲居住地分布圖 
資料來源：澳洲普查統計局未出版資料，1991，199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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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其所占比率以雪梨的 33.5％比率為最高，布里斯本 32.1％次之（表一）。

相較於澳洲所有人口中有 20.8％集中於雪梨和 17.6％集中於墨爾本（ABS，

2001），他們集中於都市的比率是偏高的。移民的途徑主要是透過家庭依親

（Family）和技術移民（Skill）身份申請到澳洲的。年齡結構上，2001 年的臺灣

出生移民以 15-24 歲者最多，而 25-44 歲者居次，年齡中位數為 25 歲，性比例是

82.8（女性＝100），主要是丈夫移民後成為「太空人」而導致了女性戶長的家庭

增加（圖六）。他們在家使用的語言以國語、閩南語和客家話為主。其英文能力有

半數以上表示不錯（Speaks English very well/well），也有著相當高的教育水準。

但是語言的障礙（英文能力不足）還是臺灣移民在澳洲求職上最大的困擾。2001
年臺灣出生移民的失業率為 15.9％，已較 1996 年的 26.9％降低許多。多數臺灣出

生的移民從事零售、房地產與商業服務及批發（Retail trade, property and business 
services, wholesale trade），其次為住宿與餐飲業、製造、健康與社區服務、教育、

金融與保險（Accommodation and restaurants, manufacturing,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education, finance and insurance）。並普遍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中階文

書、銷售員與服務工作者等層次的職業。一般而言，臺灣出生移民在經理階層所

占的比率較高，多在私人公司上班，工作時數上約為每週 38 小時，平均每週每人

收入 253 澳元（AUD $1＝NTD $24）。2001 年臺灣住屋擁有率約五成左右，較上

一次普查的七成五下降了許多。獨棟獨戶是他們主要的住屋型態，其次為公寓和

雙併連棟住宅（表二）。平均成員以 4 人居多，住屋房間數則為 3.6 房。對房子的

負擔，平均每月負擔貸款 1,126 澳幣或租金 240 澳幣。 
我們可以透過普查資料的年齡、性別、宗教信仰、語言程度、以及在澳洲的

居住分布等資料，瞭解移民的基本特質。並且從就業情形、職業類別與部門之瞭

解，分析臺灣移民的職業型態與就業結構。遺憾的是澳洲統計以出生地作為資料

的分析是有其困難與不完整性的。同時，華人在海外的再遷移情形頻繁，單以出

生地統計，可能會錯估各國華人的人數。雖然自 2001 年起澳洲普查統計局便開始

有族裔（ancestry）的問項來進行普查統計，但族裔的認定是以個人認同為主要考

量，故而在某方面仍會存在一些資料不完備性的問題。其實，統計資料僅可作為

背景參考用，仍須透過田野調查來瞭解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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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出生移民在澳洲主要都市中的分佈情形，1991-2001 

年 1991  1996  2001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雪 梨 4,921 38.0  6,729 34.4  7,502  33.5 
墨 爾 本 2,413 18.6  3,432 17.6  4,248  18.9 
布里斯本 3,600 27.8  6,038 30.9  7,205  32.1 
伯  斯*       892  4.0 

          

小 計 10,934 84.4  16,199 82.9  19,847  88.5 

          
其 他 2,024 15.6  3,348 17.1  2,571  11.5 
總 人 數 12,958 100.0  19,547 100.0  22,418  100.0 

*由於經費預算關係，僅購買 2001 年伯斯臺灣出生人口資料。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1991, 1996,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圖六 澳洲臺灣出生人口年齡結構圖 
資料來源：DIMIA Community Information Summary, http://www.immi.gov.au/statistics/infosummary/summa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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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1 年澳洲臺灣出生移民住屋擁有情形 

住  屋  型  態 已擁有 購置中 租 借 其 他 未填答 總 計 
獨棟獨戶（Separate house） 4,306 782 668 176 114 6,046 
雙拼、連棟住宅（Semi-detached, 
row or terrace, townhouse etc.） 354 132 768 33 26 1,313 

公寓（Flat, unit or apartment） 528 166 1,943 56 60 2,753 
其他（Other dwellings） 19 0 19 4 － 42 
未填答（Not stated） 38 7 34 3 4 86 
總計 5,245 1,087 3,432 272 204 10,240 
百分比（％） 51.2 10.6 33.5 2.7 2.0 100.0 
資料整理自：澳洲普查統計局 2001 年未出版統計資料。 

 

二、實地訪查結果 

本研究由二位作者實地調查訪問 319 戶，家戶總人數達 1,028 位，其中男性

占 45.3％，女性占 54.7％。抽樣年齡以 15-24 歲間者（37.8％）最高，此族群表

示了從就學轉進就業市場的年輕一代。其次為 25-44 歲間者（30.1％），再其次為

45-64 歲間者（20.9％），65 歲以上者最少。這些不同的年齡層區分，和不同時期

移入澳洲的移民是有相關的，如，年輕的年齡層（15-24 歲）是和 1975 年以後抵

達的亞洲移民的小孩有關，而較年長的年齡層（25 歲以上）則和戰後 50 和 60 年

代，抵達澳洲的歐洲移民小孩有關（Khoo et al., 2002, p.12）。抽樣分布上，雪梨

抽樣 121 戶（377 人，36.7％），布里斯本 85 戶（312 人，30.4％），墨爾本 78 戶

（250 人，24.3％），伯斯 35 戶（89 人，8.7％）。受訪者以具有大專（包括五專）

以上程度者最多，占所有受訪者的 65.9％，其次為高中程度者（18.7％），小學程

度者（6.9％）及國中程度者（6.1％）。可見臺灣移民之教育水平很高，與亞洲新

移民之高教育特徵符合。受訪者多以商業移民（45.8％）的身分移民澳洲，其移

民身分則多為澳洲公民身分（79.7％）。出生地多在臺灣（89.4％），其次為澳洲

出生（5.6％），其移居澳洲的時間多在廿年以內，占樣本中的 96.8％。 
在移民原因方面，調查結果驗證了過去質性研究的發現，生活環境惡化、小

孩就學壓力以及政治不安是臺灣移民離開臺灣的主要原因。而選擇澳洲的主要原

因是較好的生活環境和較好的子女教育。 
受訪戶在選擇移居都市時的主要考量因素為天氣因素（25.2％）、親人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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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朋友（13.7％）和子女就學（13.2％）。從都市角度來看，受訪戶選擇

雪梨是以工作機會和子女就學為主要考量；選擇墨爾本是親友及子女教育為主要

考量；選擇布里斯本是以天氣因素為最大考量；選擇伯斯的主要因素則是朋友及

讀書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在澳洲有工作的比率為 35.4％（其中自營工作者占有

工作者的 36.9％，而受雇者占有工作者的 59.3％）。無工作者比率占 61.2％（其中

正在找工作者占 6.7％，學生和未就學者占 46.3％，家管占 17.2％，退休占 6.5％）。

有工作者主要的職業別還是以專技人員（30.4％）和主管及專業經理人（32.6％）

為重，而行業仍是以商業（42.4％）和服務業（40.7％）為主。這和臺灣移民的高

教育和技術背景是相呼應的。而移民前後的就業比較結果指出，移民到澳洲後多

數成為無工作者。而移民前後的職業比較顯示，除了無工作以外，主要都還是從

事在臺原來的職業與行業。雖然這數據似乎表示受訪者抵澳前後的社會流動情形

不變，事實上當他們在面對現實的生活問題時，多多少少也會找些小生意做做，

亦即所謂的自營事業（Self-employment）或族裔事業（Ethnic business），這使得

他們在收入及創業的經濟規模上已經比在臺時縮小了很多。在就業與創業上，英

文能力不足讓受訪者感到非常的困擾。另外對當地生活及文化適應的經驗不足、

不瞭解當地的法令規章、無法打入澳洲社會等因素，亦是他們在就、創業上所面

臨的困擾。在經濟來源上，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有不同的主要的經濟來源。低年

齡層（0-24 歲）的受訪者經濟來源主要是來自家人，而 25-44 歲的壯年齡層則來

自澳洲的工作，45-64 歲的高年齡層則主要來自儲蓄和臺灣的工作。 
研究發現，70.8％的受訪者在近一年內並沒有學習華語文，尤其是 25-44 歲

之間的人認為他們華語文程度已足夠。而有 29.2％的受訪者有學習華語文，主要

是在 0-24 歲之間的小孩及年青人到華語文學校學華語。其中 0-9 歲的小孩對華語

文能力的讀和寫的能力較為薄弱，0-9 以及 10-19 歲的小孩則在寫的部分較弱，其

他年齡層的受訪者則聽、說、讀、寫皆可。由此可知，海外的華語文教育是必須

持續注重且加強的。有 89.6％的受訪者未曾瀏覽過華語文教育網站，僅有相當少

的受訪者，會利用華語文教育網站為主要學習華語文途徑，而網站內容則以華語

教室和「僑教雙週刊」最為瀏覽者青睞。受訪者希望僑委會對海外華語文教育最

需加強的部分是教材的提供和協助當地中文學校課程設計。 
在社團參與上，研究結果顯示有參與和沒參與的受訪者約各占一半。其中參

加華人社團中以年長者為多，而參加非華人社團中則以年輕人為多。而未參與僑



近期澳洲臺灣移民之生活現況分析及僑務政策上的涵意 

 

167

團的主要原因在於沒有時間。他們參加的社團多集中在宗教團體、公益慈善團體

和宗親會及同鄉會，其中以宗教團體的投入時間最多。其實他們投入社團活動的

頻率是蠻高的，參與的主要活動次數依序為節慶活動、聯誼活動、講座及座談會。

然而他們參加華人社團的主要動機是因有認同感及為了結交朋友的因素。 
在僑社服務方面，有 50.8％的受訪者知道僑委會在澳洲設有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他們主要透過親朋好友和報紙的管道得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的設立。也由於

雪梨與墨爾本均設有中心，因此雪梨知道的受訪者明顯的較高。在中心的利用上，

近半數知道文教中心的受訪者未曾利用過文教中心，而且造訪文教中心的頻率似

乎也不高。他們主要利用的服務項目主要是視聽圖書的服務，其次為僑務服務諮

詢。另外，最為受訪者所知道的海外活動有海外青年回國觀摩研習，海華文藝、

體育系列活動和海外綜藝訪問團等。 
由於澳洲宏觀電視衛星收視角度的關係，似乎宏觀電視及網路直撥部分的收

視情形並不是太好，至於「宏觀週報」及「宏觀電子報」情形也不理想。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在適應中面臨的最大困擾依序為語言障礙及和家人分居

兩地。當他們遇到困難時第一位想求助的對象是家人，其次是親戚，再來是臺灣

鄉親。很遺憾的是，政府派駐機構是受訪者最不會考慮的。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

最近一年內居住在澳洲時間超過半年，可能表示「空中飛人」情形已減緩。另外

有 9.5％的受訪者居住澳洲時間每年少於六個月，他們大多因工作不在澳洲，故居

住地大多在臺灣。研究發現，其實受訪者每年回臺灣的次數是不多的，他們回臺

灣的主要目的是返臺探親。 
在回流意向，不考慮回流者是多於有意願回流者，表示想回流的原因以就業

和落葉歸根兩因素占多數。以 15-44 歲年組的人表達想返臺就業，而 45 歲以上年

齡組的人表達想返臺「落葉歸根」為多。另外，表示不回流者則以習慣澳洲為主

要原因，其中以 45 歲以上年齡組次數最多。有 61.1％的受訪者表示若回流臺灣時

需要政府在就業及創業上的輔導。 

肆、僑務政策上的涵義 

本研究調查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託完成，目的在建立旅居澳洲臺灣僑民

之移民原因人口特徵、生活現況、適應情形、回流動向等重要基礎數據，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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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民在澳洲的能見度，並做為政府僑民服務、相關政策制定及學術界研究之重要

參考。過去僑委會多次進行政策性的研究，計有各國華人人口專輯（僑委會，

2003）、臺灣及兩岸三地華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論構建與實證討論（僑委會，2002）

及臺灣地區移居美國僑民長期追蹤調查制度與方法（僑委會，2004）等。本次調

查研究的政策涵義如下列： 
一、政府應加強與整合國人移民前的諮詢管道與資訊服務：其實政府對於國

人移民回流後的服務是比移民前的服務來的好。根據研究，我國僑民在澳洲的就

業及創業情形不佳，似乎在實際訪談中隱約感覺到受訪者多表達政府對於移出國

人採取較放任的態度，且也似乎沒有受到輔導或服務的機會，同時他們也認為專

責機構（如經濟部、僑委會、教育部、外交部）過於分散，常使得他們在移民前

充滿徬徨與疑惑。一般而言，國人在移居前所需的資訊應可包括：1）就業資訊、

2）資產管理、3）稅務、4）房地產、5）教育或訓練、6）資格認證、7）英語學

習、8）口譯、文件翻譯與書寫、9）法律諮詢、10）社會保險、11）醫療服務、

12）幼兒托育、13）養老、14）移民心理輔導、15）生活交通購物、16）當地臺

灣社群、17）當地人文風俗、18）當地自然環境、19）其他等項目。因此，建議

政府可於未來政策規劃時，可設立單一窗口或與民間組織合作，統一受理上述要

項之諮詢服務與心理輔導。一則可讓即將移民者於受惠後抵達移居地後能宣揚國

家美意，再則能減低移民在海外的風險及適應困難。 
二、增加海外僑務服務面向，以加強與僑胞之向心：絕大多數的僑胞在扺埠

後，由於資訊之不足加上對環境之陌生，通常需要有人給予協助與輔導。根據研

究結果顯示，多數移民會找家人與親友提供協助，或委由安家公司協助。極少人

會想到請臺灣政府的幫助，甚至在排序上還排在澳洲政府之後。同時，利用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的受訪僑胞顯然少了一點，頻率也低了一點。其實，在我國僑民在

到達移居地後最迫切需要的僑務服務按排序為：（一）就業服務、（二）資產管理、

（三）房地產資訊、（四）子女教育、（五）英語學習、（六）口譯、（七）文件翻

譯與書寫、（八）法律諮詢、（九）移民心理輔導、（十）僑生返國就學資訊、（十

一）臺灣經濟現況資訊服務、（十二）回流協助、（十三）其他，如能依實際需求

提供具體服務，相信將提高僑民與政府的信心與向心力。另外，由於雪梨有設辦

事處，明顯的比沒有設辦事處的地方較有知名度，因此對於臺灣僑民聚集的重要

都市－布里斯本－沒有設立辦事處或服務中心，許多布市僑民均感不解。雖然政

府每年投入宏觀電視的委外製播費用所費不貲，但調查宏觀電視在澳洲的收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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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卻不盡人意。建議政府可考慮評選合適的臺灣電視頻道，將該經費轉為購買僑

居地的有線或無線臺灣的電視頻道轉播權，免費提供僑民觀看，以增進在外華僑

對臺的向心力。 
三、積極建構海外華語文教育教材資源通路：一般而言，澳洲的華語教育教

材、教具資源仍處缺乏與老舊。反觀國內教育資源充足、新穎且汰舊性高。如能

建構國內各級學校汰舊教材、教具回收通路，有效利用統一調配資源，不僅可解

決海外教材缺乏之窘境，亦可宣揚國威，展現效率與實力。 
四、協助編撰適合當地之華語文教材：澳洲華語文教材多來自臺灣，有些教

材在程度上並不見得適合當地學習學生。因此，現有遴派華語文巡迴教師每年短

暫巡迴教學是不足夠的，建議可增加較長時間（如暑假一個月）的課程編撰輔導

教師，到各海外華語學校輔導編撰合適當地教材。如此能使海外華語文教材在在

地性與適當性上獲得加強。 
五、擴大回流移民協助與優惠措施，吸引僑胞返鄉投資：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移民的觀念已有所改變，往返於移居地與原居地之間的頻率將會增加。同時，這

些在國外經商，受教育甚至從政的海外僑胞，在資金、經驗及拓展第二外交上，

不啻是政府的重要資金與人力資源。因此政府加強對於回流移民的關注，對於國

家整體經濟而言是有助益的。 
本研究獲得的調查統計資料補足了過去的普查資料研究與質性研究間的斷

層，其結果與先前的質性資料亦有相當程度的呼應與相互驗證。對澳洲臺灣僑民

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經過多年來對澳洲臺灣移民的了解，發現尚有許多

議題仍值得繼續研究。其實澳洲有著豐富的普查資料，再加上從事巨觀量化的調

查研究與微觀質性研究的深入探索，這將使澳洲臺灣移民的真實情形獲得更深入

的了解。由於過去鮮少有學者從事移地研究的情形看來，臺灣國際移民的議題，

在未來的移地研究領域中，必然具有相當的開創性以及延續性的特質。在全球化

的人口變遷議題中，有深度的見解及政策上的涵義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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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雖人數較少，但其都市在澳洲西部應仍具代表性。 

2.1986 年，墨爾本曾經是臺灣移民聚集人數第二多的城市，到了 1991 年統計時，布里斯

本已取代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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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global issue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e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ccurring in Taiwan leads 
to new research interests and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large survey support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OCAC) to build a data base on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Australia.It is hoped that greater attention would be given to Taiwanese 
immigrants abroad by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and better services would be 
provided by the OCAC in future.  

The two types of data used in this research are the Australian Census, and a survey 
of 319 households which includes 1,028 persons living in Sydney, Brisbane, 
Melbourne and Perth.Apart from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reasons 
for migration, living conditions, adaptations and intentions to return to Taiwan, the 
survey focuses on the knowledge and needs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OCAC.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discussed so that the Taiwanese immigrants 
have better assess to pre-departure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to help immigrants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 host society.Chinese text books, teachers and schools 
teaching their children Chinese, services to recruit returnees to the job marke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are in great need.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in Australia,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Census, occasional 
surveys and previous in-depth interviews together provide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Australia than previous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Taiwanese immigrants, survey research, immigration polic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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