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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1990年代以後遷徙到臺灣的緬甸移民作為研究對象，解析他們選擇

到臺灣的「動機」和「目的」及其背後之意義。 

早期的緬甸移民，均受到 1950和 1960年代緬甸政經社會變遷的影響，而被

迫遷移至臺灣；1988年緬甸發生全國性的反政府示威運動，新上任的軍政府，

為了改善緬甸的經濟狀況，並於 1990年之後適度開放緬甸對內和對外政策。然

而，這時期的軍政府因?國內人權問題，受到國際上的經濟制裁，導致其所開放

的經濟投資政策失敗，經濟和教育環境繼續惡化，掀起了另一波的移民潮。致使

1990年以後，許多該上大學的緬甸青年選擇到國外繼續學業或打工，其中大部

分的華裔青年皆選擇來臺灣。相較於早期臺灣的緬甸移民，這群 1990年以後遷

移到臺灣的緬甸華人多屬自願移民性質，本研究欲加以探究的是，這群緬甸華人

選擇遷移到臺灣的原因和其「移動」背後的意涵。 

從受訪資料顯示，受訪者透過臺灣的《僑教政策》遷徙至臺灣的「動機」和

「目的」包括:來臺灣打工、把臺灣當作移動至美國的跳板、繼續升學、回歸想

像中的祖國、「因為大家都來就跟著來了」，以及因為受到家人督促而前來臺灣。

換句話說，他們來臺灣的「動機」與「目的」是一種工具理性的取向（Taylor 2001），

存在現代性的想像（Giddens 2005；Appadurai 1996），或是受到民族情感的召

喚（Ander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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