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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政治解嚴之後，台灣經歷了一段政治與社會皆動盪不安的時期，

在經濟起飛時期所產生的中小企業主及中產階級，為了尋求較佳的生活環境以及

子女的教育資源，開始有了移居海外的想法；1987年，政府對於一般民眾移居

海外的情形不再加以管制，適逢海外各國陸續施行投資移民法案，使這些有意願

移居各國的潛在移民，能符合各國所設立的移入條件，於是台灣移居海外的人數

開始大量增加。 

近年來，海外移民出現了回流的趨勢，由於缺乏完整的官方統計資料，本研

究採用多元方法，參考相關次級資料，以出生於台灣、於 1980年後自台灣移出

的 1.5代移民為研究族群，在台灣各地進行深度訪談並參與觀察，期望藉由質性

研究方式來了解他們遷移的經驗。研究發問包含移出及回流原因，回流後的適應

情形及自我認同，以及未來的再遷移計畫，希望能描繪出其整體遷移的歷程與輪

廓。 

本研究包含 35位受訪者，均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及流利的外語能力，職業類

型則包含工程師、設計師、教師、貿易人員、研究員…等不同領域。近半數的回

流移民曾有居住第三國的經驗，但情形並不同於空中飛人（astronaut）或循環

式遷移型態（circulatory migration）。他們的遷移經驗相當具多元性，遷移原

因、回流後之適應情形，及自我認同，皆會依不同的個人背景與移居國家而呈現

出不同的風貌，但仍可看出部份的一致性，反映出時代背景與社會脈絡。 

從研究結果可得知，1.5代移民當年移出原因主要受政治與教育因素所影響，

之後為了學業、家人團聚、就業、婚姻…等因素，而決定回流台灣；回流決策的

產生包含了多重考量，除了個人因素，也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回流者即使生於台

灣，在台灣有過數年的生活經驗，回流後仍需經歷一段重新適應的時期，適應的



程度及所需的時間，與個人的年齡、個性、語言能力及過往經歷…有關。由於生

命的各個階段在不同的國家渡過，年輕移民的身份認同情形顯得複雜，代表著個

人對於土地的歸屬感與自我的定位。身份的選擇，除了會受到出生地、公民身份，

與居留權等客觀事實的影響，也會因受訪者當下的情形而改變；多數回流移民認

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選擇台灣及移居地人民的複合身份，少數受訪者仍對

於自我身份認同的選擇顯得猶豫與不確定。回流移民雖對於再次移出皆抱持著開

放的態度，但只有 7位受訪者有明確的移出計畫與時間，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會

永遠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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