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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臺灣人遷移國外工作人數持續成長，幾項重要發展有待研

究者提出系統性解釋。第一，30歲以下的出國工作者人數在2011年後
一直都是出國工作人口中成長最為快速的群體。第二，具大專教育程

度者是最主要群體。第三，30歲以下的工作者，其目的地更為多元。
為了探討觸發年輕人遷移動機、選擇目的地以及落實遷移的過程，受

到哪些因素影響，本文以大約2010年以後分別到中國與日本工作、具
大學學歷的年輕工作者為研究對象。主要資料來自於2015-2019年間
在中國與日本針對具有大專學歷之年輕遷移者所進行的深度訪談。本

文採取的研究觀點著重遷移者透過近用遷移機會（access to mobility）
得以培養遷移潛力（migration motility）的過程，將個人與特定國家
作為職涯發展的目的地連結起來。本文有以下幾項主要發現：一，愈

來愈多當代臺灣年輕人於大學期間，藉由參與跨國交流觸發遷移的動

機。二，數位化的國際求職聘僱平臺，增強了臺灣年輕人的遷移潛

力，得以落實出國發展職涯的行動。三、上述兩項機制在中國、日本

與臺灣之間最為活躍，因此成為這波臺灣年輕人赴國外工作主要目的

地之一。總結而言，移往海外工作的臺灣人，受到大學教育環境以及

就業機制國際化的影響，逐漸培養了遷移潛力進而學習成為遷移者。

關鍵詞：專業移民、遷移潛力、年輕人遷移、兩岸關係、臺灣海外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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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臺灣人遷移國外工作的人數快速成長，根據主計總處所做

的估計，2019年在國外工作的臺灣人約739,000人，與2005年開始推

估的34萬人相較，15年來成長了一倍多，而這些外移工作的人口中，

絕大部分具有大專教育背景（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一項跨國報

告指出，人才持續外移導致臺灣是先進國家中面臨人才短缺最為嚴重

的國家（Oxford Economics 2012）。有關臺灣人遷移國外工作的趨勢

中，有三個現象值得研究者提出系統性解釋。第一，30歲以下的出國

工作者人數在2011年後逐漸上升，此後這個年齡層一直都是出國工作

人口中成長最為快速的群體（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第二，就教

育程度而言，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從2009年開始，人數及占比逐漸

提升，2019年占比已達76.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第三，就區

域而言，30歲以下赴國外發展的工作者，遷移的目的地較其他年齡層

更為多元。2019年的統計顯示，整體國外工作者赴中國、東南亞、美

國與其他地區的比例分別為53、16、13、18%，而30歲以下年齡層的

工作者到上述地區的比例則是36%（中國）、20%（東南亞）、10%

（美國）、34%（其他地區）。值得注意的是，30歲以下年齡層到其

他地區（即中國、東南亞和美國以外區域）的人數，從2011年以後快

速增加，2019年與2011年相比，占比成長為44.8%（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

大量臺灣人遷移中國工作的現象已經持續許久，但顯著數目的

年輕人到中國工作卻是晚近的現象，鄧建邦（2018）的研究指出，晚

近有愈來愈多的臺灣年輕人遷移中國發展，有別於先前中間年齡層的

臺幹，這些年輕人往往受雇於外資跨國企業或本地企業。上述統計

雖沒有再細分前往「其他地區」類別中的國別人數，但根據多項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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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報導，日本已經成為臺灣年輕人國外工作的熱門目的地（楊宗

斌 2020；遠見雜誌 2019）。這在日本政府公布的統計中可以得到證

實，近年來臺灣人赴日工作的人數快速增加，其中須具備大專學歷才

能持有的人文知識國際業務工作簽證，臺灣人在2014-2018年之間增

加近三倍（從3,738人增加到11,587人）（出入国在留管理庁 n.d.）。

由於日本企業對於晉用應屆畢業生（新卒）的偏好，持有此項工作簽

證的絕大部分是年輕人（Hof 2018）。近年來，國內幾項重要的求職

網站曾進行赴國外工作意願的調查，也證實日本作為出國工作地點，

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日增。比如1111人力銀行於2016年進行的調查發

現，年輕人最嚮往的國外工作地點依次是中國、美國和日本（邱芷綾 

2016）。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疫情

蔓延各國之際，YES123求職網站對應屆畢業生所做的調查顯示，日

本成為最熱門的國外工作地點（楊宗斌 2020）。

為什麼臺灣年輕人熱衷前往國外發展職涯？為什麼年輕人發展

職涯的海外目的地更多元？哪些因素啟發他們決定遷移？又有哪些因

素影響他們選擇目的地？本文採取Sassen（1999）對遷移過程的研究

觀點，Sassen認為遷移的過程是高度結構化的，遷移者透過系統性機

制影響，在特定的期間抵達特定的目的地，本文的旨趣在探討影響臺

灣年輕人過去10年之間遷移到新興目的地的系統性機制，並以中國與

日本這兩個新的遷移國家作為案例來探討這些機制。選擇中國的原因

是，雖然臺灣人西進中國的現象有不少研究累積，但目前對年輕族群

遷移中國的研究著重旅中臺生或者臺灣公司外派幹部（吳伊凡、藍佩

嘉 2012；鄧建邦 2018）。Tseng（2015）對在中國發展職涯的中產階

級所進行的研究，涵蓋一些年輕工作者，但多為赴中國前有工作經驗

的群體，因此目前的研究文獻較缺探討由臺灣赴中國的初職工作者。

作為臺灣年輕人遷移的目的地，日本則是至今較受研究者忽略、但愈

來愈重要的目的地。相較之下，美國雖是年輕人遷移排名第一的目的

地，但由於此現象乃延續過去幾10年來臺灣人留學或舉家遷移移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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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潮流（Gu 2014），而這項研究希望瞭解新興的遷移目的地，因

此美國作為目的地的遷移現象並未被納入這篇論文的探討範圍。

本研究鎖定大約於2010年以後分別在中國與日本工作、具大學學

歷的臺灣年輕人為研究對象，聚焦分析促進他們赴國外發展職涯以及引

導他們前往特定目的國的機制。就各方面而言，中國與日本的經濟條件

差異很大，首先，中國與日本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是亞洲

也是全球經濟成長最高的國家之一；相對地，日本經濟近20年來成長停

滯。其次，就薪資誘因而言，日本的薪資水準雖較中國高，但扣除生活

成本與稅率保險費用等之後，可支配所得有限，未來的薪資成長幅度也

遠小於中國（Hays Specialist Recruitment 2018）。這兩個在各方面差異甚

大的國家，在過去10年成為臺灣年輕人赴海外工作的熱門地點，亟需系

統性的解釋。透過對這兩個目的地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希望能解釋臺灣

年輕人選擇遷移目的地日益多元化的原因，研究發現或許也能對未來繼

續探討遷移東南亞此一新興目的地的過程有所啟發。

本文有以下幾項主要發現，第一，當代臺灣年輕人在接受大學教

育的過程中，有愈來愈多國際交流的機會，對已經有赴國外發展動機

的學生而言，這些交流提供了進一步取得國外經驗與資訊的機會，對

原本沒有遷移想法的年輕人而言，參與這些跨國交流往往能觸發遷移

的動機。第二，數位化的國際求職平臺和企業跨國聘僱管道，大大增

強了臺灣年輕人的遷移潛力（migration motility），使得他們得以落

實出國發展職涯的行動。第三，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日本與臺灣

之間的國際化教育交流管道與跨國求職管道最為活躍，這使得中國與

日本成為這波臺灣年輕人赴國外工作主要目的地之一。臺灣雖然存在

許多不利於年輕人職涯發展的推力，而中國與日本各有一些拉力吸引

臺灣年輕人，但決定到這兩個地方發展職涯的遷移者，他們的動機如

何被誘發以及如何落實遷移行動，需要系統性的解釋。透過分析促進

遷移過程中重要的因素，將能更全面地瞭解當代年輕人前往國外工作

人數快速成長，並有顯著數量在特定時期遷移到特定國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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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研究觀點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大學學歷以上的臺灣年輕遷移者，遷

移研究者往往將具大專教育程度的遷移者歸類為技術移民（skilled 

migrants）。近10年以來，技術移民快速增加，研究者對於技術移民

增加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但共同點是研究者大多著重鉅觀的推拉因

素。首先是有關拉力因素，許多研究者著眼於移民接納政策的改變，

他們主張技術移民的增加主要是各國移民政策競相吸引外國人才的結

果（de Haas et al. 2018）。持此觀點的論者認為儘管邁入21世紀後各

國有反移民的浪潮，但更多國家以能力或資格篩選的方式區分受歡迎

與不受歡迎的外來者，Kim（2018）指出這是因為許多國家認為高學

歷移民擁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可以對地主國做出貢獻，因此技術移民政

策賦予高學歷額外的價值。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具備高等教育背景

的移民有更多遷移目的國的選擇，帶動了這類移民人數的成長。另一

方面，國際遷移的人口新增了許多年輕的遷移者，這是因為以能力篩

選的移民政策制定者往往提供年輕人更為寬鬆的工作簽證或永久居

留的取得資格，比如許多國家在能力篩選移民的計點制中，給予30歲

或35歲以下的申請人加分的優待（Cerna 2014）。由此觀點出發的相

關研究指出由於技術移民政策的盛行，具備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有更多

的遷移機會，使得國際遷移者的階級背景更為多元，不再是階級光譜

的兩端（也就是藍領移工與中上層專業菁英），甫從高等教育機構畢

業的年輕人也成為國際遷移的主力之一，他們在地主國多從事一般性

白領工作，就業並不如想像的穩定，甚至時時處在脆弱勞動的狀況，

這一現象被稱為中階化的遷移（middling migration），主要關注中間

層級的技術遷移者及其遷移後果，作為新興的研究主題（Baas 2017; 

Parutis 2011）。

相較於將焦點放在地主國的拉力，有些研究者的解釋聚焦在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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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層次的推力因素，著眼於工業先進國薪資成長停滯與兩極化，擁

有高學歷並不能保證較好的就業前景，遷移是回應這種困境下的選

擇（Knowles 2016）。當資本主義愈來愈不穩定，工業先進國中擁有

高教育程度的年輕人就得在各種不穩定的工作之間漂泊，或是處於

長期失業狀態，比如金融危機後的工業先進國中，經歷就業危機的

一群年輕人被稱為失落的一代（della Porta et al. 2015）。della Porta et 

al.（2015）發展出脆弱階級（the precariat）的概念來呈現各種階級光

譜的人都可能經歷工作不穩、低薪與生計困境的現象，包括中產階級

的下一代無法找到可以保住中產階級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擁有

高學歷的年輕人逐漸以國外工作作為自保策略，以維持中產階級位

置。Hof（2018）研究歐洲具大專教育的年輕人移往亞洲發展的原因

時，著眼於2009年以後歐洲經濟危機造成歐洲各國高教學歷年輕人對

工作前景的悲觀。Kawashima（2021）研究日本具大專學歷年輕人外

移到中國工作的現象，發現他們絕大多數都有非名校畢業的背景，遷

移的動力是透過在中國較知名的企業工作，避免面臨在日本中產階級

地位下滑（class slippage）的困境。

本文認為上述鉅觀的推拉因素固然說明了遷移的動機與遷移地

點的增加，但卻沒有解釋落實遷移的可能性是否也有增加，畢竟落

實遷移需要資源，正如Faist（2016）指出不同階級擁有的資本非常不

平等，導致階級較為優越者在遷移過程中具有更多能力。Carling and 

Schewel（2018）論證遷移者必須在能力與遷移意願之間妥協，比如

個人的各項能力，包括國籍、家庭支持、人力資本等，都會影響遷移

是否成為最可行的方案以及遷移地點的選擇。但以階級資源觀點出發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討階級背景較為優越者的遷移優勢，缺乏對於高

等教育背景之遷移者日益來自於中產及以下階級光譜的現象提供解

釋。由前述探討中階化遷移的研究發現指出，大量具大學教育背景的

年輕人從工業先進國移出國外尋找機會，他們並不需要有優越的家庭

背景，但是仍然有機會進行遷移（Baas 2017）。這項論點對本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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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正因為本文聚焦研究尋求職涯發展而遷移的人，而不是舉家

遷移、高度依賴家庭資源的人。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本文呼應Flamm 

and Kaufmann（2006）提出的一個論點，遷移者需要在遷移前擁有遷

移潛力，而其潛力差異來自於近用遷移機會（access to mobility）多

寡，以及如何運用這些機會與能力的策略。本文主張，研究赴國外工

作者的遷移資源，不能只探討遷移者的家庭資源，卻忽略了年輕人廣

泛可以取得並利用的資源與機制，在觸發年輕人遷移動機、遷移目的

地選擇，以及落實遷移行動上，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也因此，我們將

探討個人的近用遷移資源、因之取得的能力和進一步實現遷移潛力的

策略，如何促使更多的遷移發生、並串起個人與遷移的目的地之間的

關聯。

參、研究與資料

本文奠基於廣泛的文獻資料和深度訪談。文獻資料包括相關政

府與大學國際交流資訊，國外求職的網路平臺資訊，政府及人力銀行

公布的統計數據和報章雜誌報導等。中國方面的文獻與二手資訊，包

括：臺灣人在國外工作地的微信（WeChat）社群，104、1111的人才

仲介業宣傳等相關資訊，以及平面媒體報紙與雜誌有關臺灣人在中國

的就業報導和分析。日本方面的文獻與二手資料，包括：電子布告

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椰林版的國外工作版（Oversea 

Job）（批踢踢實業坊，n.d.），人才仲介業的聘僱宣傳，以及兩項在

日本工作的臺灣人平臺，一是「千人千日」（n.d.）臉書專頁。1其二

是「日本職活Worklife in Japan」臉書專頁2臺灣人職場訪談（日本職

活 n.d.）。深度訪談資料來自兩項研究，其一為2015-2019年間在中國

1 以每次刊出一則在日工作的臺灣人訪談，預計達到一千則訪談分享，截至2020年底有
77則分享，截至2021年1月17日有7,552人追蹤。

2 此專頁乃非營利之臺灣人團體所營運，截至2021年1月17日有28,038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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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東莞進行的深度訪談，共有39位受訪者；另一為

2016-2019年間在東京進行的深度訪談，共有33位受訪者。兩項研究

的受訪者大多為年齡介於25-35歲的年輕工作者（少數年齡介於36-40

歲），大多在臺灣取得大專以上學歷（少數在中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

育），均為自己尋求遷移管道而非婚姻或外派因素而外移工作（受訪

者背景請見表1）。

在中國工作的受訪者是透過滾雪球方式取得，起初的受訪者集

中在北京及深圳／東莞，主要透過在臺灣移居群體建立的網絡居間介

紹，上海部分則是透過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會介紹可受訪對象，之

後再以滾雪球方式，進一步獲得在當地的接觸對象。在上海期間，

研究者曾參加當地的扶輪社活動，其中一個扶輪社組織設有「臺青

會」的次團體，透過這個組織接觸到許多剛到當地的年輕臺籍新進

工作者。此外，在上述城市中，特別是上海及北京，微信社群是當

地臺灣人組織彼此聯繫訊息的重要管道，研究者透過不同的微信社群

進一步接觸到當地多樣化的臺籍求職／工作者。39位受訪者中，有些

曾有暑期當地企業參訪、國外實習及大學交換生經驗，也有不少有

在中國求學（大學部或研究所）的經驗。他們遷移的管道，在中國

當地應徵的（包含經由臺灣親友、同事居間介紹、透過獵人頭公司

［headhunter］、中國朋友邀請）有29位；在臺灣透過培訓幹部計畫

外派，或先外派後轉當地應徵者有9位；在臺灣的大學畢業後，到當

地繼續求學並準備就業的1位。

日本方面的受訪者也是透過滾雪球的方式，起初的受訪者是透過

「日本職活Worklife in Japan」網路平臺的一群創辦人作為報導人並引介

受訪者，接下來再透過受訪者繼續引介。在尋找與篩選受訪者時，同時

考慮的條件是遷移前與日本的關聯和遷移的管道，由於以往遷移日本工

作的臺灣人，多來自日文系所，但根據與仲介業者的訪談以及報導人的

觀察，這批新到日本工作的年輕人則來自各種科系背景，因此這項研究

鎖定非日文系畢業為訪談對象。受訪者中包括曾在日本大學交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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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位、在日本留學、到日本讀語言學校、實習，其中有多位有兩個以

上的經歷（先交換再留學、先交換再打工度假）；到日本前與日本毫

無淵源的只有4位。他們遷移到日本工作的管道，分別為在日本應徵25

位，從臺灣直接應聘8位。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有人才仲介居間協助求職

表1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受訪者特性
日本

（n = 33）
中國

（n = 39）
性別

男 14 20
女 19 19

遷移到目的地開始工作的年齡

20-24歲 20   7
25-29歲 11 18
30-39歲   2 14

在遷移目地的工作年資a

< 2年 26 26
2-5年   4   7
> 5年   3   6

最高學歷科系背景

理工 11   4
社會人文 20 12
經濟管理   2 20
其他   0   3

（醫學／藥學／餐飲）

應徵地點

地主國 25 29
臺灣   8 10

雇主企業類型

當地企業 26 21
外國企業   6   3
臺資企業   1 14
臺資／當地企業合資   0   1

註：a接受訪談時往前推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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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因此日本部分的研究訪談了3位專門介紹外國人到日本企業就職

的仲介業者，其中一位是長期在臺灣替日本企業召聘人才的業者；另外

一位是在日本替日本企業到越南、臺灣、中國、韓國徵聘人才的業者；

第三位則來自一間以在日留學生為主要徵聘對象的新興仲介公司。

訪談資料的分析採用紮根理論一般性程序，針對受訪者回溯遷

移過程時，提出影響他們形成遷移動機的契機，以及幫助他們落實遷

移最重要的資源，針對這些關鍵字進行開放性編碼（比如：交換、實

習、參訪、企業培訓、人力仲介等）。接著在日本與中國開放性編碼

與相應之內容之間進行比較，找出共同與相異之處。接著對開放性編

碼予以分類並概念化，最後歸納出教育國際化影響以及聘僱跨國化這

兩大分析主軸。

肆、鉅觀層次的背景： 
總體環境的推力與拉力

先前對先進工業社會的年輕人外移現象的研究觀察，指出年輕

人往國外發展主要是不滿母國的就業條件，本文有類似的發現。許多

受訪者指出選擇外移的推力主要是臺灣的低薪，以及其他不利於職涯

發展的因素。在過去20年之間，臺灣工作者實質薪資成長與勞動生產

力脫鉤（林依伶、楊子霆 2018），特別是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

在就業市場所面臨的就業障礙，比其他教育程度的工作者更多（郭重

附 2019）。首先由於高等教育機構急速擴張，大學文憑的價值下降

（劉秀曦、黃家凱 2011），再加上臺灣產業發展兩極化，只有金融

與高科技產業提供較好的薪水，其他產業的薪資長期低迷（張宜君 

2016）。畢業自金融與高科技相關科系的求職者受到青睞，其他科

系的大學畢業生則難以學以致用（Haepp and Hsin 2016）。年輕人頻

繁轉職的情況反映出對於職場的不滿，根據2018年的一項調查，30歲

以下的工作者每一份工作平均在職年數只有1.6年（勞動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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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的初任人員平均薪資，1999年為27,462元，到了2019年為

29,197元，亦即20年之間名目薪資僅增加1,735元（勞動部 2020）。

然而，上述的推力在臺灣已經存在許久，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年輕人

遷移國外工作的人數近年來快速成長？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沒有外在

的拉力與遷移的途徑，就算存在對國內就業環境不滿這樣的推力，遷

移到國外工作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對於本文的研究對象，也就是移往中國與日本工作的臺灣年輕人

而言，職涯發展的可能性和遷移管道放寬的兩項誘因共同構成拉力。

在探討這些具體的誘因之前，正如Sassen（1999）認為文化親近性、

經濟互賴、地緣因素連結遷移者的目的地選擇，因此，有必要先瞭解

臺灣與這兩個國家之間既有的連結。在文化親近性的面向上，到中國

工作的受訪者表示遷移中國的主要考量之一是語言親近性，到日本工

作的受訪者也大多表示對日本文化有親近感。相較於與中國的文化親

近性來自於正式教育中的語言與文化學習，與日本的文化親近性則主

要是受到日本流行文化影響。

在經濟互賴與地緣關係上，臺灣與中國、日本的經濟互賴和社

會關係相當緊密，如表2所示，臺灣與中國、日本的經濟社會交流情

況，無論是貿易、旅遊、移民、留學人數等，彼此間的交流都非常頻

繁。以經濟連結而言，中國與日本都是臺灣排名前三名內的重要貿易

國，也都是臺灣民眾最喜愛的旅遊地點。日本政府給予臺灣人旅遊日

本3個月免簽證的待遇，吸引臺灣人前往日本旅遊，並在旅遊過程中

對日本有些基本的認識，事實上，那些表示與日本並無淵源的受訪

者，都曾經去過日本旅遊。此外，中國移民（主要是配偶）居臺灣外

來移民人口的第一位，日本則是臺灣專業技術移民的第一重要來源

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日本都是臺灣年輕人教育經驗中重要

的一環，名列臺灣最重要的五大留學國家之一，其中留學日本人數

近年來大幅增加，從2012-2017年，五年之間已增加一倍（臺灣、中

國、日本各項交流指標請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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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
灣
對
中
國
與
日
本
各
項
交
流
指
標

項
目
／
國
家

20
12
年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臺
灣
進
出
口
貿
易
總
額

中
國 比
例
（

%
）

21
22

22
23

23
24

24
排
名

1
1

1
1

1
1

1
日
本 比
例
（

%
）

12
11

10
11

12
11

11
排
名

2
2

3
3

3
3

3
臺
灣
人
前
往
旅
遊
地

中
國 人
數

3,
13

9,
05

5
3,

07
2,

32
7

3,
26

7,
23

8
3,

40
3,

92
0

3,
68

5,
47

7
3,

92
8,

35
2

4,
17

2,
70

4
排
名

1
1

1
2

2
2

2
日
本 人
數

1,
56

0,
30

0
2,

34
6,

00
7

2,
97

1,
84

6
3,

79
7,

87
9

4,
29

5,
24

0
4,

61
5,

87
3

4,
82

5,
94

8
排
名

3
2

2
1

1
1

1
中
國
籍
配
偶

比
例
（

%
）

a
67

68
68

67
67

67
66

排
名

1
1

1
1

1
1

1
日
本
專
業
技
術
移
民

比
例
（

%
）

b
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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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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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
18
年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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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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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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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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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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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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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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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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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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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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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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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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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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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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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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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臺
灣
大
專
院
校
生
前
往
交
流
地

中
國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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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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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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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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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
名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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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籍
配
偶
占
臺
灣
整
體
外
籍
配
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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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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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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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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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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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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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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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

20
20

）
；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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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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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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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光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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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2
01

9）
；

教
育

部
兩

岸
及

國
際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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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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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

20
17

）
；
勞
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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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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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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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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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易

局
（

n.
d.
）

；
繆

宗
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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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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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這些緊密的經濟與社會關係，並不代表遷移路徑會自然形

成，商業來往、觀光旅遊或留學等增加之外，還需要有地主國就業市

場吸引年輕人前往發展，以及移民與工作簽證體制有利於年輕人前往

等條件。以下分別就職涯發展與移民工作簽證的制度誘因，分別分析

中國與日本的拉力因素。中國的受訪者提到中國就業市場的拉力時，

在比較中國與臺灣的職涯發展機會時，多著眼於兩地在特定產業的

薪資與發展空間的差異，以薪資水準而言，中國的平均國民所得雖然

遠低於臺灣，但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的專業白領工作，薪

水已經比臺灣高出許多。比如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受訪者C31，提到他

在大學四年級時獲得到臺灣外商銀行實習的機會，之後也能順利取得

轉正職的職位，但是他還是選擇到上海的金融業工作，主要是因為中

國金融市場提供的薪資與未來的職涯發展機會，遠超過於臺灣。對移

往日本的受訪者而言，日本的薪資水準不是最凸顯的誘因，受訪者最

常提到的反而是日本企業的聘僱文化，包括願意聘僱非相關科系的新

人、企業培訓、就業穩定、產業的多樣化等誘因。

在制度誘因方面，中國基於政治考量給予臺灣人往來中國極大

的方便，特別是從2005年開始，臺灣人到中國旅遊、居住與工作期限

不像外國人那樣受到限制，臺灣人只要持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

證」，在證件有效期內無需其他簽證，即可不限次數地前往中國旅

遊、停留工作（曾嬿芬、吳介民 2010）。放寬就業許可的規定使得

臺灣人前往中國工作，相較前往其他國家的簽證門檻低了許多。2018

年中國公布的31項「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亦被簡稱為「惠臺31條」，開放臺灣人參加中國公民才可參與的多項

專業技術及技能人員資格考試即是其中之一。不過，上述的就業規定

放寬早自2005年即已開始實施，然而，年輕人到中國發展卻是晚近的

現象，這些前往中國工作的臺灣年輕人，較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等國際化城市中，同時也不再只是任職於臺資製造業工廠中

的「臺幹」，而是廣泛分布在金融產業、教育服務、時尚、影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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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餐飲等中國新興發展的產業。此外，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女性比

例提高，也是這一群年輕臺籍工作者普遍的特徵。

對比之下，日本的工作簽證體制與移民政策長期以來較為封閉，

因此雖然臺灣與日本有殖民的歷史淵源，以及豐富的語言文化交流，

但臺灣人很少以日本作為遷移的目的地。由於少子化帶來的勞動力短

缺壓力，日本政府從2000年中期以後改弦易轍，對於具有優秀日語能

力的外國大專畢業生，採取開放的工作簽證與移民政策，只要雇主願

意聘用，具大專學歷的外國人幾乎都可以拿得到3-5年不等的工作簽

證。除了連續工作10年後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具備高度人才資格的

外國人甚至可以在2年內得到永久居留權。日本成為近年來臺灣大學

畢業生遷移的目的國之一，另一項原因是有別於其他地主國偏重對

資訊科技人才或醫護專業人才開放，日本的工作簽證政策並無此偏

重，尤其是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更嘉惠許多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申

請人。持有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在日本工作的臺灣人數，激增到

2018年有10,564人，和2014年相比增加了3倍多（出入国在留管理庁 

n.d.）。取得這個簽證基本上須有大學學歷，並且已經受聘於在日本

營運的企業。根據對人才聘僱業者的訪談，由於剛畢業的學生特別受

到日本企業歡迎，造成受聘在日本工作的多半是剛畢業的年輕人。除

了工作簽證資格放寬之外，日本給予臺灣國民3個月訪日免簽證的待

遇，也方便年輕人大量利用此一免簽證待遇到日本找尋工作。另一項

非常受到年輕人喜愛的管道是打工度假，近年來申請到日本打工度假

的臺灣人激增，打工度假的名額從2009年有2,500名；2015年增加到

5,000名；2019年再增加為10,000名（侯姿瑩 2019）。一位受訪的人

才仲介業者J1提到：

來日本觀光免簽證有很大的影響，很多人先來旅遊

之後，對這裡基本上都有好感，所以這個是很自然而然地

增加了大家對來日本的一種向心力。再加上打工簽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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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也一直在增加，就算有很多人只是想有一些不一樣的經

驗，不一定是要來這邊長久的工作，可是至少可以透過打

工度假來體驗一下日本的生活與工作的情況。

由於赴日工作非常重視日語能力，這項需求也反映在每年參與日

語檢定的人數上，例如：根據一項最新的統計，臺灣報考人數是全球

第三位，若依照人口比例而言，則是第一位（陳至中 2019）。日本

成為年輕人遷移國外工作的新興目的地，可以由網路資訊得知，比如

本文納入分析資料的「日本職活Worklife in Japan」網站以及「千人千

日」臉書專頁都受到大量的追蹤。另外一項指標是許多受訪者提到有

意到國外工作的人會搜尋椰林版的國外工作版（Oversea_Job），在

日本政府開放移民政策，以及人才仲介與企業積極到臺灣徵才後，他

們留意到日本工作的討論貼文愈來愈多。以2019年畢業季前4-6月期

間為例，國外工作版的貼文數目，除了美國之外，與日本相關的討論

熱門度位居第二。受訪者J18提到這樣的資訊如何傳播：

日本的移民簽證現在也是有比較多的開放，這件事情

也是在年輕的群體裡面受到流傳，臺灣很小沒有受到什麼資

訊的障礙，很多人可以在網路上很簡單地找到這些資訊。

但上述鉅觀的推拉環境雖然是遷移得以發生的必要因素，卻不

是充分條件。不論是臺灣與中國、臺灣與日本之間區域整合的密切情

況，或者是中國優惠臺灣人、日本放寬工作簽證政策，都已經行之有

年，為什麼臺灣年輕人直到晚近才開始以顯著的數量移往兩地工作？

許多遷移日本的受訪者提到自己是在日本動漫以及流行文化中成長的

一代，對日本文化有相當的熟悉度。然而，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自己

雖然屬於熟悉日本文化的世代，並不代表他們是哈日族、會積極學習

日語，或一心嚮往到日本發展。舉例來說，所有遷移日本的33位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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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早就鎖定到日本工作為遷移目標的只有5位，只有他們才利用

在學期間選修日語，或是報名校外的日語課程增進自己的遷移能力。

絕大多數都是因緣際會透過不同的管道與機會，才逐漸確認到日本工

作的管道，這些受訪者表示在這些過程中，他們更瞭解就自己的能力

而言，到日本是比較可行的選擇。

由上述的研究發現可以得知，不論是對遷往中國還是遷往日本的

受訪者而言，雖然他們大約知道鉅觀層次的推力、拉力因素（比如：

中國經濟成長快速、臺灣薪水太低等），然而他們是透過一些過程，

才有機會親自瞭解後來選擇之遷移目的地環境的具體優勢。以遷往中

國的受訪者而言，特定產業（比如金融產業）的發展以及較好的職涯

機會、更好的薪資，均是他們自己採集到的資訊。以到日本發展的受

訪者而言，上述提到吸引他們到日本的誘因，比如企業願意聘僱培訓

非相關科系的新人、就業穩定等聘僱就業條件，是透過一些機會到了

當地或與當地人交流才瞭解。受訪者認為具備這些認知，是進一步啟

動想遷移的契機，就本文的論點而言，他們透過一些機會才具備了遷

移潛力。以下將聚焦探討受訪者提到的最重要的兩項提供遷移契機的

機制，即國際化教育交流管道與跨國直接求職管道，並分析此兩項重

要的機制如何培養了臺灣年輕人遷移到這兩個國家的潛力，致使中國

與日本成為這波臺灣年輕人赴國外工作主要新興目的地之一。以下研

究發現分別分析已經在國外工作的遷移者，回溯他們近用遷移機會並

培養遷移潛力的過程中，國際化教育交流管道與跨國直接求職管道的

重要角色。

伍、教育性管道：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

不論是到中國或日本工作，大多受訪者都提到在大學就學期間

到國外參訪、交換、實習或取得雙學位等機會是他們到國外發展的契

機，有些人因此而繼續在當地留學取得較高學歷，大部分則培養就業

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68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68 2022/3/4   上午 10:04:322022/3/4   上午 10:04:32



． 69 ．． 69 ．

曾嬿芬　鄧建邦

的能力並進而得以取得工作的管道。臺灣社會長期來重視國際觀與國

際化等文化資本，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大學都為了增加學生的國際化能

力，努力與國外大學建立交換和交流的關係，積極建立學生交換、參

訪、實習等到國外交流的管道。根據教育部的統計，不論是技專院校

或者一般大學，私立院校的學生去國外交流的人數都超過國立大學，

私立大學在國際交流的努力上面，不但不亞於國立大學，近來甚至超

越國立大學（教育部統計處 2017）。與此同時，臺灣政府以公部門

的力量致力於提升青年國際移動力，推行「學海飛颺」（出國交換）

及「學海築夢」（出國實習）計畫，以提供獎學金方式獎勵臺灣學生

到國外進行研修及專業實習，此外針對成績優秀的中低收入家庭學

生，另有「學海惜珠」獎勵出國交流計畫（教育部 n.d.）。表2的統

計數據顯示，中國與日本也是近年臺灣大專院校與國外大學簽約交流

的排名最前面的兩個國家。

從訪談中發現，進行國際交流所需要的花費通常仰賴家庭的支

持。其中，出國時間愈久、花費愈高，因此雙學位的支出最高、其次

是交換、接下來是實習和短期參訪，但是與出國留學相比，這三種方

式的經濟壓力都比較小，一般中產階級家庭較能負擔。根據許多受訪

者表示，由於前往中國與日本所需之經費比去其他國家交流節省很

多，這兩個國家經常被家庭經濟支持較少的學生視為交流目的地的首

選。許多受訪者觀察到身旁家境較富裕的朋友和同學，傾向到美國或

者歐洲。

進入大學固然有了國際交流機會，但有這些管道並不代表可以運

用，這就需要靠能力的競爭。許多跨國參訪或實習的招募以競爭選拔

的方式進行，不論是跨國雙學位、交換學生、國外參訪或跨國實習的

機會都是僧多粥少，得到這些機會很寶貴。例如受訪者J28的例子：

去沖繩交換的原因是大四最後一年，想要去國外生活

看看，就申請交換學生計畫。我們學校的交換學生計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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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特別的是，要先申請看你有沒有資格，等你拿到資格之

後再申請學校，一個人可以填十個志願。我前五所學校都

是填歐洲大學，接下來就日本、韓國、泰國，就這樣篩選

下來分發到日本。我來交換前，一句日語都不會。

激烈的競爭使得獲選跨國交換、參訪或實習的年輕人贏得眾

人羨慕，是值得慶賀的成就，無形中將出國交流戴上光環，促使年

輕學子對於取得跨國經驗趨之若鶩。在各項出國交流活動名稱和介

紹中，「菁英」這個詞彙四處皆可見，暗示著透過錄取參與此類活

動，申請人不僅取得出國工作的門票，也得到菁英的認可標籤。比

如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自2001年開始，每

年共同舉辦「臺大北大兩岸菁英參訪團」，參訪團提供至中國與臺

灣兩地參訪頂尖企業的機會。例如：日本經濟產業省每年遴選適合

的外國學生在暑假期間到日本實習，並且全額補助機票與生活費用

（METI Government of Japan n.d.）。其他類似的選拔在大學校園中普

遍可見，比如一家日本大企業主辦的校園菁英東京參訪團—Global 

Management Program in Tokyo，宣傳文字中提到：

UNIQLO推出為期5天的校園菁英東京參訪團，你可以

拜訪UNIQLO東京總部與店舖，與來自各國的菁英交流，

更可以與日本總部高階主管共同討論店舖事業與電子商務

策略，透過實際案例討論與發表，向全球最優秀的同學與

經營者學習！（臺灣優衣庫 2019）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對於上述這場開放給150位同學參加的說明會，宣

傳消息稿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於出國工作的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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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針對嚮往世界舞臺，有志於派駐國外的國際人才

所推出的人才發展計畫，每年均會在各大專院校選拔出具

備發展潛力、自我挑戰能力、領導力資質的優秀人才，培

養成為與UNIQLO一起創造全球事業的未來經營者，我們

要的就是你，你還在等什麼呢？（輔仁大學 2019）

由於目的國或臺灣政府也會提供學生交流的獎助和優惠，比如

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提供臺灣學生短期留學生獎學金，以及前面提及中

國官方與民間為了吸引年輕人到中國交流，提供須競爭才能得到的落

地接待、實習津貼等優惠，取得這些資源也往往是在學年輕人證明自

己實力的一種方式。受訪者表示有國外經驗的資歷，有利於開展職涯

發展，在資格競爭上勝出，在臺灣就業機會也因此增加，這是因為臺

灣企業常用這樣的方式去挑選申請者。這樣的認知大大增加年輕人爭

取到國外交換、打工度假等跨國發展的動機，因此一開始許多人參與

國際交流是為了在臺灣就業機會而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後續發展為到

國外工作往往是非預期的後果。以下的分析分別聚焦於中國與日本的

受訪者，從他們評估這些機會對後續遷移到國外工作的重要性可以得

知，上述日益增加的交換、實習、參訪等機會如何影響並促發他們往

這兩個國家發展職涯的過程。

一、中國

遷移到中國的39位受訪者，經過資料分析後，促成實現個人海

外工作所運用的資源，除了少數為倚賴親友及朋友的介紹網絡外，

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在大學期間，學校提供國際化的交流機會；

二是透過活絡兩岸的人才聘僱管道及企業招募與培訓。在中國的部

分，屬於前者的類型，共有20位，幾乎占遷移者的半數。他們之中，

8位有海外實習經驗、4位有大學交換經驗、2位有寒暑期在中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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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經驗，及12位有中國的求學經驗（其中部分個案兼具雙重或多重

經驗）。許多前往中國求職的臺灣年輕遷移者回顧，他們並非一開始

就設定到中國求職，也不是在臺灣的勞動市場中先經歷了求職挫敗，

才尋求轉進，而是先前到中國交流的正向經驗，開啟了後續一連串的

交換、異地實習、當地求職的歷程，一步步地把個人的生涯發展與到

中國工作結合起來。上述教育部獎學金的研修或實習機構雖不包括中

國大陸與港澳地區，但由於中國官方及民間基金會熱衷於促進臺灣學

生前往交換、參訪與實習，許多受訪者表示到中國交流多享有落地接

待，大多只有機票需要自費，經費開銷較能負擔。

在臺灣各大學中經常能看到徵選在學生利用暑假到中國實習的

宣傳，這些主要是由臺灣的民間組織與中國的半官方或企業合力推

展，並經常性地與各大學合作。比如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辦、臺

灣的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執行的「玉山計畫」，每年從合作的大

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元智大學等）中選出20-30位學

生赴北京或南京實習。另外，臺灣的中華傑出青年交流協會主辦的

「TMR未來人才實習計畫」（2019），從2012年開始，篩選臺灣的

大學生至中國各大城市的企業實習，該協會如此敘述這項企業實習計

畫的成果：「僅2012年暑假，由『傑青會』負責甄選籌備的赴大陸企

業實習活動，包含了北京、長沙、杭州、寧波、嘉興、紹興、舟山、

義烏等8個城市；28間實習企業；160位臺灣實習大學生。」在該協會

對於2020年的招募說明中（日本職活 n.d.），可以看到實習與正式工

作之間的直接關聯，「明年度，我們一樣將全力爭取實習後能轉正機

會，今年已有同學參與實習後在實習單位直接轉正。」（TMR未來

人才實習計畫 2019；社團法人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 n.d.；繆宗翰 

2018）臺灣多所大學的國際事務暨兩岸處，甚至於個別的系所，每年

提供名額讓大學生前往中國姊妹校系所進行長達6個月、1個學期期間

的交換實習。許多受訪者也不止運用單一的國際交流機會就決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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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是如C23及C31混合實習與當地就學經驗，3或是如C13經歷

交換與當地就學及實習；或是如C35與C39經歷交換與實習經驗後，

才進入當地勞動市場。以受訪者C35為例，她在大學主修企業管理，

她提及就學期間的兩岸交流經驗，是促使她大學畢業後選擇前往中國

工作的關鍵因素：

我到上海工作的原因，是因為在高中跟大學的時候，

有接觸一些臺灣跟大陸舉辦的兩岸交流活動。來了兩次之

後，就覺得對中國大陸這邊印象滿好的，那我就申請了上

海交通大學的交換⋯⋯交換之後，也是希望可以體驗一下

這邊的工作環境，所以交換期間，除了讀書跟一般交換生

會有的旅遊，我就已經計畫好要實習了。

C35在2018年初訪談進行時，已經是一家陸資服裝紡織大集團下

專門負責進口服飾子公司的市場營銷主管。她從大學初期累積的「對

這邊印象滿好的」兩岸交流經驗開始，銜接利用畢業前的一年，先到

中國做交換學生，期間曾前往北京一家跨國公司的雜誌社編輯部進行

實習，之後又回到上海一家公關公司從事精品的線下活動實習。她在

投遞40多份的履歷，取得十幾家陸資及跨國企業的面試機會後，最後

決定留在中國就職。另一個也是經歷交換與實習類型的C39，他大學

時就讀社會科學相關學系，由於同時選擇了雙主修，就學的學期數比

一般同儕長。他利用大學五年級畢業前的半年時間，申請了國外交換

生的機會，同學中有人申請去南非或歐洲，他考量自己英語能力不

夠好，因此申請到一家北京的知名大學交換。2018年，他去北京當交

換學生時，同時到企業實習半年。在交換期間，C39到一家科技公司

3 C31的實習是在臺灣的一家外商公司，但這之前，曾在上海一間著名大學的金融研究
所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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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運用人工智慧，公司招聘了許多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等資訊相關科系的畢業生。他在受訪時任職於一家北

京當地的資訊科技公司，負責處理大數據的業務。以他的社會科學背

景，一般是很難進入這樣的公司，但由於有擅長抓取網路資料的能

力，又來自中國人熟悉的少數幾個臺灣頂尖學府，所以在諮詢學長爭

取面試機會之後，在回臺灣短暫服兵役前，收到公司的錄取通知。

除了藉由在中國的大學就學、交換、企業實習等方式外，透過教

師帶團參訪也是兩岸間大學密集交流下，打開國外工作機會的新興管

道的一種型態。受訪者C37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她畢業於中臺灣

一所私立大學的資訊管理學系，2019年訪談時她剛成為一家位在北京

的資訊科技公司正職人員兩個月：

我在去年先來到北京，跟學校的老師一起進行企業的

參訪交流，那時候有機會知道，這裡有一個實習的機會。

回去臺灣之後準備了履歷，今年來的時候就投了簡歷面

試，然後暑期在這邊實習了一個半月先回臺灣，然後緊接

著再過來，就轉成正式員工。

透過這些學校教師帶團帶領學生利用寒暑假前往中國進行企業考察，

成為提供學生畢業後就業連結的一種新方式。

二、日本

在日本的受訪者中，除了透過在臺灣的大學校園徵才活動到日

本工作的少數人（下一章會分析），大部分在到日本找尋職涯發展機

會之前，已藉由不同管道與日本產生較深的關聯。受訪者經常提到在

大學時期有各種與日本交流的機會，其中最普遍的是到日本當交換學

生，有不少學生在交換學生的那一年找到工作，也有因為想日後到日

本工作而決定畢業後先到日本留學。近來盛行於網路分享在日工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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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大學時期，透過學校的國際交流促發在日本求

職的可能。以上述的「千人千日」臉書分享專頁，截至2020年底的77

則分享中，有29位採用傳統的國際教育管道，也就是到日本留學（包

括語言學校）後留下來就業，15位沒有任何與日本交流的經驗而是透

過直接聘僱到日本就業，但有33位分享者曾經於在學期間因為學校的

管道，赴日本交流、交換、取得雙學位，或實習。

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曾在大學時期以國際化教育管道包括交

換學生、雙學位、留學、實習、打工度假以及到日本就讀短期語言學

校，高達29位，他們認為在這些交流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到日本工

作的志向與能力。許多受訪者提到這些交流的管道，首先是培養了他

們到日本工作的動機。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受訪

者在到日本交流之初，未必已經設定以到日本工作為目標，但是藉由

在日本實際生活一段時間，瞭解日本企業的聘僱文化與工作穩定的特

性，逐漸發展出在日本工作的興趣。受訪者J13提到自己的人文科系

背景，在臺灣就業市場的競爭力有限，積極爭取各種可以出國磨練的

機會，他在大學時利用學校提供到日本大學交換的管道，到日本後才

知道日本企業願意聘用人文科系背景的畢業生，因此決定放手一試。

受訪者J16為管理科系背景，她就讀的學院與許多國家簽定互訪

實習計畫，她曾經申請許多國家的機會，但都沒有甄選上，後來她申

請到日本政府提供的實習機會，於在學期間前往日本實習兩個月。她

在那兩個月中親身體會到在日本企業工作的各種面向，雖然也有負面

的感受，但整體而言，在日本企業工作令她嚮往，因為產業領域非常

多元。在日本的交換期間，各大學均積極提供課程教外國學生日文，

以J28為例，她在日本一年當交換學生，日文課程是必修，她從基礎

開始學起非常辛苦。但當交換結束後，想要精進剛學到的日文，以約

聘的方式留下來繼續工作一年，一年後回臺灣申請打工度假後再到東

京找工作，後來順利取得正職轉換為工作簽證。

如前所述，臺灣年輕人對於到日本工作的興趣，主要誘因是日

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75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75 2022/3/4   上午 10:04:322022/3/4   上午 10:04:32



． 76 ．． 76 ．

人口學刊第六十三期

本政府給與的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適合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畢業

生，以及企業會考慮聘僱各種科系背景的外籍工作者，而這些資訊都

是他們與日本進行交流的期間發現的。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受訪者都

表示與日本交流期間得到的重要資訊是日本企業會以申請人的潛在能

力與性格作為衡量標準，而不是就業的即戰力，因此對於各科系背景

的求職者普遍持開放態度，這一點特別吸引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臺灣

年輕人。相較之下，在臺灣的就業市場中，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畢業生

能申請就業的產業相當有限。人文科系畢業的受訪者J15說：

在臺灣，你是什麼科系畢業會被預期走相關的路，因

為其他地方也不特別重視你的能力，甚至有許多公司你申

請不了，因為他們設下申請人的科系門檻，就把你給刷下

來了。我去日本交換時發現，日本企業不是這樣，所以我

對自己說，如果我想有更多的選擇，我應該要留在日本找

工作。

J13談到在交換生結束之後，她以回到日本工作為目標，走了相

當長的路才得償所願：

大四的時候在日本交換學生一年，交換完之後就回臺

灣⋯⋯交換留學那時候的經驗讓我覺得我想要再回到這個

國家⋯⋯覺得這邊的環境很好⋯⋯後來剛好新加坡有工作

機會，新加坡給的薪水很高，我為了要存錢來日本，所以

就到新加坡去工作了一年，新加坡薪水的確給滿高的，但

是我在新加坡純粹就只是為了存錢所以去那邊。我那時候

就是一心想去日本。

除了在日本就業的動機之外，受訪者也是透過親身經驗，得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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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求職需具備的條件與策略。許多受訪者提到，在交換與交流的過

程中，得知若要到日本就業，非常需要證明自己的日文能力與文化瞭

解，因此以日本當地學歷較好找工作。他們後來留學日本取得碩士學

位，是為了在日本求職。那些原本以留學或雙取得學位在日本就讀、

續留就業的受訪者表示，日本學生的求職活動很早就開始進行，大約

是畢業的前一年，就已經積極準備求職，外國交換學生往往在影響之

下，也會開始嘗試求職。對於外籍求職者而言，一旦啟動求職，為了

應付日本求職的各種要求，必須投入龐大的心力，於是求職過程本身

引導出非找到工作不可的決心。一位受訪者表示，由於在日本的求職

過程非常艱辛，一旦開始找工作，像她這樣一開始並沒有非留下來工

作不可的留學生，也會逐漸將在日本找到好工作，當作對自己努力付

出的終極肯定，這時的求職已經轉換為一場證明自己的戰役，不達目

標不會終止。

受訪者J33的例子彰顯了從希望有機會到國外交換，一直到後來

在日本工作，漫長且曲折的過程。J33表示：「長大的過程，家人一

直強調有機會的話應該出去看看，當時是以中國為目標，大人常說要

去競爭激烈的中國挑戰一下自己。」她在大學入學選系時，看到她想

選填的大學中有個科系與日本一所知名大學設有雙學位的制度，基於

這樣能夠以臺灣的學費就讀日本大學，可以幫家裡省錢，便將之列為

第一志願。她順利入學就讀後，由於篩選雙學位申請人的主要標準是

日語能力，她才開始努力學習日語。後來她在畢業前到日本攻讀雙學

位期間，一開始並未以留在日本工作為目標，但是隨著身旁日本同

學申請工作的潮流，她也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申請。她當時雖然沒有成

功找到工作，回到臺灣後，持續透過人才仲介業申請，最後在臉書上

看到一個在日本的工作機會，第一次申請時沒有拿到聘僱，半年後對

方來信徵詢應聘的意願，她毫不猶豫地答應，將臺灣工作辭掉後幾個

月就到東京工作。J33的遷移歷程彰顯出本文所要凸顯的重點，亦即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重要的是出國，至於去哪裡就看有什麼近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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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正如J23被問到，她是否懷抱日本夢才來日本，她的回答是：

「我和我們這一代很多人一樣，有的是出國夢，去哪裡並不是太重

要。」然而當時出國不一定代表想要去國外就業，但是一旦選擇到國

外交換或攻讀雙學位，遷移潛力會逐漸增加、一步一步邁向國外工作

的路途。

總結此章，臺灣的大學院校近年來普遍面臨招生以及畢業生就業

的壓力，積極進行國際交流以增加學生的競爭力。不論是到中國或到

日本的受訪者回顧國外實習經驗、交換、參訪，以及啟發後來前往當

地求學等，往往透過大學的組織性資源逐漸地鋪陳出年輕人通往國外

工作的途徑。兩者比較起來，臺灣與中國和日本國際交流的模式有些

差異，大學教師盛行透過帶團方式，利用寒暑假帶領學生前往中國進

行企業考察，提供學生連結到中國企業實習的機會。與日本交流的管

道，最盛行的是交換或雙學位，實習機會仍屬少數人的經驗。

陸、求職管道：跨國聘僱的盛行

上一章分析臺灣年輕人在大學期間利用日益增加的跨國交流機

會，形成遷移到中國與日本發展職涯的動機，然而接下來付諸行動的過

程中，若缺乏求職管道，這樣的動機並無法落實。本章聚焦探討協助臺

灣年輕人被國外企業直接聘僱（而非外派）的管道，本文發現到中國與

到日本的直接聘僱機制非常活躍，促使遷移此兩個國家的行動更容易落

實。在中國部分，主要的關鍵行動者是求職網站、兩岸獵人頭公司、臺

灣企業培訓與招募的管道；日本部分主要是人才聘僱業的居間篩選與協

調，以下將分別呈現中國與日本求職聘僱管道的研究發現。

一、中國

除了前一章討論的制度性資源（實習、交換、參訪機會等）外，

晚近臺灣年輕人遷移中國工作現象的蓬勃發展，也與另一個類型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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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間的重要行動者有關—活絡兩岸的人才聘僱及企業招募與培訓。

分析在這類型中，受訪者的求職管道，有2人透過求職網站，1人經由

兩岸獵人頭公司，另有9人則是透過臺灣企業招募與培訓的管道到中

國就職。以企業培訓招募管道而言，有別於外派的方式，在中國設

廠的臺商企業，經常透過制度化管道，吸引臺灣年輕人直接到中國工

作。常見的方式是企業透過104或1111等求職網公布徵才訊息，並以

「儲備幹部」方式招募工作者。受訪者C05，從大學休閒旅遊管理系

畢業才一年，她在前往中國廣東工作之前，曾在臺灣應徵一家物流

業公司，該公司提供在中國地區「儲備幹部」的職缺，但公司要求

「想找有相關經驗的人，有在中國工作過的年輕人」。C05之前因學

系關係曾於大四下學期前往中國實習，但僅限於飯店業，所以沒有應

徵上。之後，另一家位於廣東東莞的運輸貿易廠商，看到她的線上履

歷，主動找她去面試，才促成她到中國工作。

除了C05個案外，C18也是透過中國的求職網站—智聯招聘，

才進入北京的一家網絡科技公司工作。求職網站也往往有主動獵才的

功能，在北京銀行業任職的受訪者C16，提及他前往中國工作的過程

是：「智聯招聘找到我，但是實際上跟我接觸的是104，因為智聯招

聘它在臺灣沒有點，所以他就找104。」智聯招聘是中國的求職網站

（智聯招聘 n.d.），除了提供求職資訊之外，也為企業提供類似獵人

頭公司的服務。在獵人頭公司、兩岸人才仲介網的相互合作下，過

去10年間提供給臺灣年輕人相當多元的產業與職業類型的中國工作機

會。甚至許多本身已設定尋找國外工作機會的求職者，也會透過「前

程無憂」這一類的中國求職網站（前程無憂 n.d.），直接尋求在中國

城市的工作機會。

除了求職網站提供的一般性國外工作機會資訊，以及獵人頭公

司主動尋覓中國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臺灣年輕人才之外，某些製造業類

別的臺資企業，因為已有豐富的中國經驗，會就企業本身的版圖布局

需求，在臺招聘臺灣年輕人到中國工作，成為年輕人到中國工作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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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重要型態。受訪者C08大學就讀某醫藥大學中藥相關學系，他在

2012年畢業，考量到學系專業的未來發展比較受限，「所以我就是覺

得，就往自己的興趣走，就往鞋業這方面走」。於是他在服完兵役

後，直接前往臺資鞋廠在中國東莞的工廠任職，當時的職銜是「儲備

幹部」。臺資廠運用儲備幹部的方式，吸引許多像C08這樣擁有大學

學歷，但先前沒有產業相關背景的年輕人，可以在「受訓」一段時

間後，順利銜接到國外的工作。有趣的是，C08受訓的地點並不是臺

灣，而是公司的中國東莞廠。東莞的工廠只是他工作的第一站，接下

來他會前往公司全球布局下位在柬埔寨的工廠。在研究中所接觸到的

臺灣企業國外製造業者，如鞋業、製衣、傢俱業等，都常見以儲備幹

部方式，徵求具大專學歷以上、想前往國外工作的臺灣年輕人。

除了國外企業本身提供的招募管道，企業在臺灣的公會組織也居

間扮演關鍵行動者，促成年輕人遷移國外工作。比如，受訪者C03與

C04，兩人在外派國外工作之前，都先參加了臺灣製鞋同業公會提供

的製鞋培訓課程。培訓班的課程內容，原本主要是讓參與學員認識製

鞋產業，並進一步透過培訓班培養工作人才，因此培訓的對象並沒有

設限必須是製鞋相關科系。C03與C04在大學期間，一位就讀企業管

理科系，另一位主修企劃，屬行銷管理的專長，兩人在就職前都沒有

製鞋業務的相關經驗，也沒有能和國外工作直接聯繫的管道，但是都

報名接受培訓課程。當培訓班結業後，公會不只給與結業證書，還會

進一步安排結業學員與徵才的國外製鞋企業媒合；不少參與培訓課程

的學員，因此取得國外的工作機會。綜合來說，不管是透過企業公會

組織所提供的培訓課程，或是國外企業的「儲備幹部」招募，都讓臺

灣的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透過這些聘僱管道的協助，可以搭上中國

勞動市場擴張的機遇，很快地連結到中國就業機會。

二、日本

相較於中國多樣化的求職管道，遷移日本工作的受訪者，絕大多

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80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80 2022/3/4   上午 10:04:322022/3/4   上午 10:04:32



． 81 ．． 81 ．

曾嬿芬　鄧建邦

數需透過人才仲介找到現職，只有極少數直接向企業投履歷求職。這

是因為應徵日本企業工作的過程非常繁瑣，日本應聘者也多經由仲介

媒合就業機會，外國求職者亦然。因此，人才仲介對於引介外國人才

到日本企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Hof 2018）。此節將分析近年來日

本企業、人才仲介積極在臺灣、日本徵聘臺灣人才的作為，如何使得

求職管道的近用性大為提高。

首先，日本企業近年來對外國人才的需求激增，許多仲介業積極

在日本境內的大學校園針對外國籍交換生以及留學生辦理就業座談與

徵才，多位在日本當過交換學生的受訪者提到，短短一年的交換生涯

中，就會收到許多仲介業辦理的校園企業徵聘說明會和求職經驗分享

的座談。受訪者J26的經歷彰顯出人才仲介在求職協助上扮演的關鍵

角色，他說：

我起初念雙學位時是希望能將所學帶回臺灣運用⋯⋯

會在日本開始找工作是那邊有認識的朋友，一位中國學生

在那邊找到工作，跟我年紀一樣大，在那邊念研究所，也

是跟我一樣是學生，他就介紹了那個人力仲介給我。後來

就是他幫我找到現在的工作，找到後我就留下來了。

除了到日本交換或留學的人得到仲介的協助就業，在臺灣的學

生也會得到這樣的機會。許多原本以國內招聘為主的日本仲介業也擴

大到外國徵聘業務，雖然大型日本人才仲介業在世界各地原本就有駐

點，但根據仲介業的訪談得知，過去多是為了媒合當地求職者到當地

的日本企業工作，而不是將他們徵聘到日本工作。日本人才仲介業的

受訪者表示，日本企業近年來對亞洲人才的需求增加之際，明顯偏好

聘用臺灣工作者，主要是因為臺灣人與日本企業文化較為契合，因此

日本人才仲介業非常積極到臺灣招聘人才。一位仲介業者J1提供了以

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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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時我們日本總公司針對一百間日商企業做問卷

調查，現在要找外國人來日本工作，請問你們對哪一個國

家比較有興趣，結果前三名分別是臺灣、印尼跟越南。人

資業者就積極在這三個國家，辦理說明會等活動，替日本

企業招募國際人才。

一位受訪者提到，在網路平臺上搜尋國外工作訊息時，經常會看到日本

人才仲介以繁體中文發布的招募訊息。一位人才仲介業者長期負責協助

招募臺灣人到日本工作，觀察到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延攬臺灣

人才的活動，比如東京都政府每年主動來臺灣舉辦徵聘說明會。

日本企業與仲介業在臺灣最積極的徵聘策略，是由日本企業委託

人才仲介到臺灣的頂尖大學（主要是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進行校園招聘，提供到日本工作的

機會。近期用這項遷移管道的結果是讓那些原本較缺與日本交流經驗

的年輕人，也有機會赴日工作。受訪者中有8位是在日本仲介業的臺

灣校園徵才中，拿到日本企業內定。其中3位資訊工程與機械背景，

是在完全沒有任何日本淵源、不會日文的情況下，透過仲介得到前往

日本企業工作的機會。其中受訪者J8的遷移經驗就是上述的寫照，他

在畢業前受到已經就業的學長、前輩對臺灣工作環境的抱怨所影響，

一心想出國工作。但想到去歐美工作的話需要先留學，自己沒有準

備，正感到煩惱之際，他現職的日本企業透過人才仲介到校園徵才，

在他與日本毫無關聯、不懂日文的情況下，決定採用他，讓他順利踏

上赴日就職之路。他說：

原本那時候是X大機械所畢業，畢業前其實我碩一就開

始在找國外工作，那時候就已經全心不要留在臺灣了⋯⋯那

時候就想說臺灣學歷也不是很好用在國際上。我現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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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公司，他們透過日本人資公司，然後去校園，那時候他

們就直接在像臺大、政大、臺科大、清大辦校園徵才。

J8提到招募相關訊息來源時，指出招募訊息會透過網路廣泛傳

播，他說：

大家最愛上的PTT oversea job，很好用，大家基本上

都會上去po。早我一年來的臺灣人，也是幫我們公司人資

招募的時候，也是就直接去PTT po一篇文，我也是看了之

後就來試試看，因為跟我領域符合。那時候選擇也真的不

多，然後在臺灣面試，我們公司決定聘我也是滿了不起

的，就是不問任何日文能力，我那時候一句都不會。

除了校園徵才這種活動之外，臺灣年輕人也可以到日本人才仲

介網站在線上投遞履歷與求職的選項。有些受訪者是在專業網站（比

如Linkedin）上放履歷，之後由人才仲介主動徵詢。比如J6到日本完

成雙學位課程後先回臺灣工作，一年後，日本人才仲介看到他放在

Linkedin上的履歷，直接介紹他到日本的外資公司就職，這些都顯示

聘僱管道的跨國化與多樣化。於2019年訪談中，相較於2016年，更多

受訪者提到，臺灣朋友圈中一個接一個到日本工作，也經常收到臺灣

的朋友詢問有什麼方式可以到日本工作，他們通常都建議朋友去找專

業的日本人才聘僱仲介公司。受訪者也提到愈來愈多最近抵達日本工

作的臺灣人，一開始是透過打工度假的簽證轉為正職的案例，他們也

都透過專門引介打工度假的人才仲介業者找到打工的工作。

總結此章對於中國與日本求職聘僱機制的發現，跨國聘僱方式與

求職管道的蓬勃發展直接或間接地促成臺灣年輕人遷移國外工作的潛

力與行動。對於那些遷移動機是在大學期間參與國際交流管道所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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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而言，聘僱管道跨國化提高了他們的遷移潛力。對於沒有國

際交流機會或者無法負擔國際交流開銷的年輕人來說，國際化的聘僱

管道扮演宣傳遷移好處、推波助瀾遷移動機的功能，求職者免費運用

的多樣跨國聘僱與求職網路平臺等，提供了加入國外工作行列更為普

及的管道。加上愈來愈多企業會以直接聘僱培訓，提供了年輕遷移者

更為方便的跨國工作機會。

柒、結論

對於造成工業先進國中高學歷年輕人遷移海外工作的現象，目

前的解釋觀點多聚焦推力和拉力的鉅觀因素，或者個人遷移能力與動

機的微觀因素，缺乏探討連結鉅觀層次與微觀層次的中介層次如何促

進年輕人外移。臺灣存在許多不利於年輕人職涯發展的推力，但個人

的遷移決定仍須經由中介機制啟動與協助，才會進一步落實遷移的實

現。因此，透過分析觸發遷移動機與促進遷移過程中重要的中介機

制，將能更全面地瞭解當代臺灣年輕人前往海外工作人數快速成長，

以及集中於特定國家的原因。本文認為若缺乏上述的中介機制，年輕

人遷移海外工作的人數不會在短期內有如此顯著的成長，而中國與日

本成為海外職涯發展新興目的地之一。

近年來，接受大專教育的臺灣年輕人與國外交流的機會大為增

加，不論是否實際出國交流，由於各種資訊的傳播效果，許多年輕人

逐漸將增加海外經驗作為渴望達到的成就指標。這些出國經驗或相關

資訊，以及普遍可以接觸到的跨國聘僱管道，提高了臺灣年輕人的遷

移潛力。本文也發現，晚近在臺灣與中國、臺灣與日本之間，各種校

園交流機會與求職管道尤其活躍，這也解釋何以中國、日本這兩個經

濟發展程度差異甚大的國家，卻同時成為臺灣年輕海外工作者集中的

目的地。本文的結論是，高學歷年輕人遷移國外工作的人數增加，反

映的是他們在接受高等教育過程以及求職方式日益國際化的結果。各

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84人口學刊(63)-02 曾嬿芬.indd   84 2022/3/4   上午 10:04:322022/3/4   上午 10:04:32



． 85 ．． 85 ．

曾嬿芬　鄧建邦

種直接與間接促成遷移的行動者透過組織管道交織在一起，致使遷移

動機、以及遷移目的地的決策，往往受到與遷移海外工作無直接關聯

的機制所誘發，帶來近用的遷移機會與資源，導致遷移並非依照事先

精打細算、多方比較的軌跡前進，在遷移目的地的選擇時，受到近用

機會的影響，而非考慮最大化效益。遷移國外工作的年輕人是在一個

結構化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遷移者。

受限於研究目的，本文有以下幾個限制，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

討。一、本文以中國與日本兩個遷移目的地作為案例，研究結論是否

可以適用於其他的遷移目的地，值得未來研究檢驗，尤其是東南亞區

域日益成為臺灣年輕人發展職涯目的地的過程，除了本文強調的中介

機制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機制運作，是一項有發展潛力的研究主題。

二、本文的研究發現是遷移資源普及化提高了近用性，但這只是意味

著遷移變得比以前更容易被嚮往、落實，並不代表遷移是垂手可得

的，比如本文提到日本人才仲介最積極到校園徵聘的臺灣人才是名校

的畢業生，這相對排除其他不被列入名校名單潛在遷移者的近用。然

而受限於這項研究的目標，乃是企圖瞭解已經遷移的年輕人，回溯啟

發他們遷移動機的契機以及近用求職管道的過程，因此本文未能探討

為什麼有人無法順利成為遷移者。有哪些主要的障礙使得企圖遷移而

未能成功，是未來研究值得探討的主題。三、由於本文聚焦探討啟發

與落實遷移的中介機制，也就是成為遷移者的過程。對於遷移後果，

特別是透過不同機制遷移的人，其適應與再度遷移的可能，需要另文

分析。

基於本文的研究發現，未來的研究者有以下幾項可以進一步探討

的研究方向。一、遷移資源近用的普及可能會對遷移者階級背景與遷

移能力之間產生影響，過去相關的研究發現，到國外發展職業生涯的

機會差異受到經濟、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影響，而這些資本的高低

又經常受制於個人的階級背景（Van Hear 2014）。本文的發現是，大

專教育提供國際化資源，進入大專教育體系，有助於年輕人接近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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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因此大專教育機會成為影響年輕人遷移潛力的因素。但由於接

受大專教育的年輕人比例非常高，以及各大學愈來愈重視國際觀與國

際化等文化資本，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大學都努力與國外大學建立交換

和交流的關係。可以說，進入大專院校（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大學），

使得年輕人更接近遷移的資源。加上數位化的跨國求職平臺與企業主

動跨國聘僱管道增加，取得就業資訊與近用遷移管道的人也快速增

加。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盛行於中國的求職網站、獵人頭公司或者

是到日本工作依賴的人才聘僱仲介，都是對求職者免費提供的服務，

因此此一近用資源可以非常廣泛地被使用。以上的機制有可能扁平化

遷移過程中因為階級不同帶來的資源差異，未來的研究若能進一步探

究家庭階級背景與本文所探討的其他機制與資源之間的關係，將有助

於瞭解這些遷移資源與機制是否有利於階級光譜更廣的年輕人實現遷

移。二、由於研究的限制，本文並未更深入探討大學教育國際化和跨

國聘僱機制的形成與運作方式，未來的研究者若能朝此方向進行，將

可以更加確認中介機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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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working abroad.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First, the age group of 30 and under grew fastest as compared 
to other age groups. Second, a great majority of migrants working outside 
Taiwan are college-educated or above. Third, young migrants go to a much 
more diverse list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finding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aiwanese young college-educated 
workers in China and Japan, conducted between 2015 and 2019.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ccess to mobility triggers people to become 
potential migrants by acquiring motivations, channels, and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migration, a process of accumulating motility. Major findings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 increasingly, young college graduates acquire 
aspirations to migrate abroad for career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universities. Second, digitalized 
recruitment platfor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available to 
potential migrants to utilize for realiz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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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mentioned mechanisms are found to be more active in linking 
Taiwanese young people with China and Japan. Consequently, these two 
countries become major magnets for attracting young workers from Taiwan. 
These findings could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youth migration that has 
occurred in many parts of regions.

Keywords: skilled migration, migration motility, youth migration, cross-
strait relations, Taiwanese expatr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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