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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民统计资料、 联合国公布的人口增长资料， 以及外派机构搜集的最新数据

推估而出的， 有一套较为翔实可靠的计算方法。

一　全球海外华人移民视野下的台籍华侨华人概况

（一）２１ 世纪全球海外华人数量变化

根据 “侨委会” 的统计数据， ２１ 世纪初， 全球海外华人数量有 ３５０４ ５ 万

人。 其中亚洲人数最多， 有 ２７３６ ３ 万人， 美洲其次， 有 ５９５ ９ 万人， 欧洲有

９５ ５ 万人， 大洋洲有 ６３ １ 万人， 非洲最少， 仅有 １３ ７ 万人。①

２００７ 年， 全球华人数量有 ３８９４ ８ 万人， 增加了 ３９０ ４ 万人。 其中亚洲增

加 ２１９ ８ 万人， 占增加人数的 ５６ ３％ ， 总数达到了 ２９５６ １ 万人； 美洲增加

１１９ ８ 万人， 占增加人数的 ３０ ６９％ ， 总数达到 ７１５ ７ 万； 欧洲增加 １８ ９ 万

人， 占增加人数的 ４ ８４％ ， 总数达到 １１４ ４ 万人； 大洋洲增加 ２３ ７ 万人， 占

增加人数的 ６ ０７％ ， 总数达到 ８６ ８ 万人； 非洲增加 ８ ２ 万人， 占增加总数的

２ １％ ， 总数为 ２１ ９ 万人。② 亚洲总数虽大， 增幅却小， 只有 ８ ０３％ 。 非洲总

数虽少， 增幅却最大， 达到了 ５９ ８５％ ， 大洋洲的增幅同样高达 ３７ ５６％ 。 “侨

委会” 统计的数量与大陆学者的计算有较大的差异。 庄国土的研究表明， 到

２００８ 年， 世界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４５００ 万人③， 值差为 ６００ 万人左右④。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全球海外华人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地 　 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７ 年 增幅

亚 洲 ２７３６３ ２９５６１ ８ ０３
美 洲 ５９５９ ７１５７ ２０ １０
欧 洲 ９５５ １１４４ １９ ７９
大洋洲 ６３１ ８６８ ３７ ５６
非 洲 １３７ ２１９ ５９ ８５
总 计 ３５０４５ ３８９４８ １１ １４

　 　

５４０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０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００， 第 ４ 页。
《２００７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０８， 第 １０ 页。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庄国土的表述是到 ２００８ 年， 台湾方面的统计是 ２００７ 年， 所以两者的比较仍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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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籍华人数量与全球华人数量的差别

据 “侨委会” 的统计， ２００７ 年台籍华人数量为 １７７ ９ 万人， 占全部海外

华人数量 ３８９４ ８ 万人的 ４ ５７％ 。 从洲别来看， 亚洲为 ５７ ５ 万人， 占全球华人

亚洲总数的 １ ９５％ 。 美洲为 １１２ ３ 万人， 占美洲华人总数的 １５ ６９％ 。 欧洲为

２４ 万人， 占欧洲华人总数的 ２ １％ 。 大洋洲为 ４６ 万人， 占大洋洲华人总数的

５ ３％ 。 非洲为 １０ 万人， 占非洲华人总数的 ４ ５７％ 。

与全球华人数量相比， 一组有意思的数据是， 台籍华人在美洲的数量占总

台籍海外华人总数的 ６３ １３％ ， 这意味着在美洲， 每 ６ ３７ 个华人就有 １ 个来自

台湾。 但是在亚洲这个比例要提高到 ５１ ４ 个人， 因为全球华人在亚洲的比例

高达 ７６％ ， 而台湾仅占其中的 １ ９５％ 。 全球华人数量比重的排序分别是亚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与非洲， 但台湾的排序依次为美洲、 亚洲、 大洋洲、 欧洲

与非洲。 除非洲同样垫底之外， 还有一个区别， 台湾地区前往大洋洲的总人数

比欧洲要多得多， 尽管总数只多出 ２２ 万， 但多出的比例则近 ５０％ 。

表 ２　 ２００７ 年全球华人与台籍华人数量统计数据

单位： 千人， ％

全 　 球 台湾 比例

亚 洲 ２９５６１ ５７５ １ ９５
美 洲 ７１５７ １１２３ １５ ６９

欧 洲 １１４４ ２４ ２ １０
大洋洲 ８６８ ４６ ５ ３０
非 洲 ２１９ １０ ４ ５７
其 他 ６ 　 　
总 计 ３８９４８ １７７９ ４ ５７

　 　

（三）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各洲数量变化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已公布数据来看， 台籍华人数量增加了 ２ ８ 万人。 但

在这期间， 总数并非持续增加，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 ３ 年， 总数持续下降， 共减少

了 １ 万人， 降幅达 ５ ６％ 。 ２０１０ 年才开始增加， 到 ２０１２ 年， 达到了 １８０ ７ 万

人。 它有以下特征：

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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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大洋洲的变化。 这 ３ 年间大洋

洲突然减少了 ９０００ 人， 到了 ２０１２ 年， 它的总数才回到 ４ 万， 但仍不及 ２００７

年的 ４ ６ 万人。

（２） 欧洲数量在近 ６ 年增加了 １ 万人， 增长比例高达 ４１ ６％ 。

（３） 亚洲的增加虽然缓慢， 仅有 １ ８ 万人， 比例为 ３％ ， 但呈现持续增加

的趋势。

（４） 非洲无明显变化， 曾连续 ４ 年都保持在 １ １ 万人。

（５） 美洲的数量变化不大， 但个别国家变化很大 （详后）。

表 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各洲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值差

亚 洲 ５７５ ５７８ ５７９ ５８１ ５９０ ５９３ １８

美 洲 １１２３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８ １１２２ １１３１ ８

欧 洲 ２４ ２５ ３０ ３３ ３３ ３４ １０

大洋洲 ４６ ４７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 ６

非 洲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０

总 计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２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侨务统计年鉴》 自行统计

二　台籍华人的分布概况

（一）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各洲分布概况

２０１２ 年， 台籍华人共有 １８０ ７ 万人， 美洲最多， 共 １１３ １ 万人， 占台籍华人总

数的 ６２ ６％ ； 亚洲其次， 共 ５９ ３ 万人， 占台籍华人总数的 ３２ ８％ ； 大洋洲位居第

三， 共 ４ 万人， 占台籍华人总数的 ２ ２％ ； 欧洲位居第四， 共 ３ ４ 万人， 占台籍华

人总数的 １ ９％ ； 非洲则最少， 只有 １ 万人， 仅占台籍华人总数的 ０ ６％ 。①

７４０

① 《２０１２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１３，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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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洲

总体来看， 美洲的台籍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哥斯达黎加

和阿根廷。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 美国是台籍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 共有

９３ ４ 万人， 占美洲台籍华人的 ８２ ６％ 。 加拿大共有 ９ ５ 万人， 占 ８ ４％ 。 巴西

有 ７ 万人， 占 ６ ２％ 。 阿根廷有 １ １ 万， 占 １％ 。 哥斯达黎加共有 ８０００ 人， 占

０ ７％ ， 其余 １ ２ 万人。

２ 亚洲

亚洲台籍华人主要分布在印尼、 泰国、 日本、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和韩国。 印尼分布的台籍华人最多， 共有 ２０ ９ 万人， 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占亚洲台籍华人的 ３５ ３％ 。 其次是泰国有 １４ １ 万人， 占 ２３ ８％ 。 日本和越

南并列第三， 均有 ６ 万人， 占 １０ １％ 。 马来西亚有 ４ ４ 万人， 占 ７ ４％ 。 新

加坡 ３ 万人， 占 ５ １％ 。 韩国有 ２ １ 万人， 占 ２ ６％ 。 其余有 ２ ８ 万人， 占

４ ７％ 。

图 １　 海外台湾侨民各洲之分布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２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１３， 第 １４ 页。

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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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欧洲

欧洲的台籍华人主要分布在英国、 法国和德国。 数据显示， 法国有台籍华

人 １ １ 万人， 占欧洲台籍华人的 ３２ ４％ 。 英国有 ６０００ 人， 占 １７ ６％ 。 其余的

国家， 约有 １ ７ 万人。 ２０１１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德国有台籍华人 ５０００ 人， 数

量不算少 （２０１２ 年未统计）。①

４ 大洋洲

大洋洲的台籍华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其中澳大利亚分布的人

数较多。 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共有台籍华人 ２ ９ 万人， 占 ７２ ５％ 。 新西兰共

有 １ 万人， 占 ２５％ 。 在其余的大洋洲岛国， 如新几内亚、 斐济等， 还有 １０００

名台籍华人的踪迹。

５ 非洲

非洲的台籍华人主要分布在南非。 数据显示， 南非共有 ９０００ 人， 占所有

非洲台籍华人的 ９０％ 。 其余 １０００ 人， 散居在非洲各个国家。

（二）台籍华人在全世界 １７ 个国家的分布概况

台籍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 依序是美国 ９３ ４ 万人， 印度尼西亚 ２０ ９ 万

人， 泰国 １４ １ 万人， 加拿大 ９ ５ 万人， 巴西 ７ 万人， 日本 ６ 万人， 越南 ６ 万

人， 马来西亚 ４ ４ 万人， 新加坡 ３ 万人， 澳大利亚 ２ ９ 万人， 韩国 ２ １ 万人，

阿根廷 １ １ 万人， 法国 １ １ 万人， 新西兰 １ 万人， 南非 ０ ９ 万人， 哥斯达黎加

０ ８ 万人， 英国 ０ ６ 万人。 亚洲国家最多， 有 ７ 个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日

本、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韩国）， 共 ５６ ５ 万人。 美洲国家位居第二， 共

５ 个国家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 共 １１１ ８ 万人。 欧

洲有法国和英国两国， 共 １ ７ 万人。 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共 ３ ９ 万

人。 非洲只有南非， 有 ０ ９ 万人。 这 １７ 个国家的总数量达 １７４ ８ 万人， 占所

有海外台籍华人总数的 ９６ ７％ 。 台籍华人的分布相对集中， 主要侨居在这些

国家。

而全球海外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 依序是印度尼西亚 ８１２ 万， 泰国 ７５１

９４０

① 《２０１１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１２， 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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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马来西亚 ６７８ 万， 美国 ４２４ 万， 新加坡 ２８３ 万， 加拿大 １５６ 万， 菲律宾

１４１ 万， 缅甸 １０６ 万， 越南 １００ 万， 秘鲁 ９９ 万， 澳大利亚 ８７ 万， 日本 ６８ 万，

俄罗斯 ４７ 万， 法国 ４６ 万， 英国 ４２ 万， 巴西 ２８ 万， 意大利 ２０ 万， 韩国 １８

万， 老挝 １５ 万， 新西兰 １５ 万。 两者的排名有比较大的差别。

表 ４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与全球华人分布国家的比较

单位： 千人， ％

排名 台籍华人 人数 全球华人 人数

１ 美国 ９３４ 印尼 ８１２０

２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９ 泰国 ７５１０

３ 泰国 １４１ 马来西亚 ６７８０

４ 加拿大 ９５ 美国 ４２４０

５ 巴西 ７０ 新加坡 ２８３０

６ 日本 ６０ 加拿大 １５６０

７ 越南 ６０ 菲律宾 １４１０

８ 马来西亚 ４４ 缅甸 １０６０

９ 新加坡 ３０ 越南 １０００

１０ 澳大利亚 ２９ 秘鲁 ９９０

１１ 韩国 ２１ 澳大利亚 ８７０

１２ 阿根廷 １１ 日本 ６８０

１３ 法国 １１ 俄罗斯 ４７０

１４ 新西兰 １０ 法国 ４６０

１５ 南非 ９ 英国 ４２０

１６ 哥斯达黎加 ８ 巴西 ２８０

１７ 英国 ６ 意大利 ２００

１８ 韩国 １８０

１９ 老挝 １５０

２０ 新西兰 １５０

　 　

１ 美国

美国一直是台籍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 占总人数的一半之强。 ２００７ 年台

籍华人 ８５ ８ 万人， 占总数的 ４８ ２３％ ， 但到了 ２０１２ 年， 这个数量已达到 ９３ ４

万人， 增加了 ７ ６ 万人。 考虑到台籍华人全球数量只增加了 ２ ８ 万人， 这个数

字显得更加惊人。 这意味着在某些国家， 数量是减少的， 而美国则持续增加。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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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长率来看， 美国的数量在这 ６ 年间增长了 ８ ９％ ， 而同期， 全球数量只增

长了 １ ６％ 。

１７８５ 年， 三名中国海员乘坐美国商船抵达美国， 这是华人抵达美国国土

的最早纪录。 １８４８ 年以前美国华人人数不超过 １０００ 人， 加州发现金矿后， 华

人移民才大量增加， 到了 １８８０ 年总人数达到了 １０ 万人。① 但 １８８２ 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排华法案， 华人移民人数大大减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废弃了

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并通过新移民法令， 台湾民众才有机会移民美国。

战后初期， 移居美国的台湾民众并不多。 从 １９６０ 至 １９７９ 年， 近 ２０ 年间

仅有 ５ 万人赴美。② 移民的高潮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１９７９ 年美国与台湾

“断交” 是重要的契机， １９８２ 年起， 美国给予大陆与台湾每年各 ２ 万个移民

配额 （此前， 两岸共享 ２ 万个配额） ， 数量急速增多， 计 １０ 年增加了近 ２０

万人。 这股热潮一直保持到 ９０ 年代中期速度才放缓， 但 ９０ 年代仍增加了 １３

万余人。 ２０００ 年之后， 每年保持在 ７０００ ～ ８０００ 人。 ２００３ 年是历史低点， 仅

有 ７０００ 余人。

“侨委会” 委托龙立彬、 黄国枏于 ２００２ 年调查的数据比美国国土安全部

的数据更高。 据他们估算， １９６０ 年， 在美台籍华人总数为 １２２８０ 人。 １９７０ 年

为 ５５７５８ 人。 １９８０ 年为 １７８４０６ 人。 １９９０ 年为 ３６２９４０ 人。 ２０００ 年为 ５２９１４７

人。③ 而美国统计的数据 １８２０ ～ ２００８ 年才有 ４３５７８３ 人， 总人数差距在 １０ 万人

左右。 但 “侨委会” 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则显示， ２００７ 年美国的台籍华人达

到了 ８５ ８ 万人， ２０１２ 年总数则为 ９３ ４ 万人。 这个数据比前者要高。④ 近年，

台籍华人在美国的数量仍然持续增加，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这 ６ 年间， 年均增

长 １ 万余人， 总人数增加了 ７ ６ 万人， 增加幅度高达 ８ ９％ 。⑤ 所占全球台籍

总人数比例也不断提高， 由 ４８ ２３％ 增加到 ５１ ６９％ 。

１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３ 页。
龙立彬、 黄国枏： 《台湾及两岸三地华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论构建与实证探讨 〈以美国为

例〉 》 ， “侨委会” ， ２００２， 第 ２７ 页。
龙立彬、 黄国枏： 《台湾及两岸三地华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论构建与实证探讨 〈以美国为

例〉 》 ， “侨委会” ， ２００２， 第 ３６ 页。
《２０１２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１３， 第 １４ 页。
《２０１２ 侨务统计年报》 ， “侨委会” ， ２０１３， 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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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美国华人移民人数统计∗

单位： 人， ％

合计 ％ 从台湾移入 ％ 从大陆移入 ％ 从香港移入 ％

１８２０ ～ ２００８ 年

总计
２３９９０７６ １００ ０ ４３５７８３ １８ ２ １４８１８９５ ６１ ８ ４８１３９８ ２０ １

１９８９ 年以前 １１３７９１６ １００ ０ ２１８５８４ １９ ２ ６０９０２２ ５３ ５ ３１０３１０ ２７ ３

１９９０ 年 ５７１９４ １００ ０ １８９５２ ３３ １ ２３５１４ ４１ １ １４７２８ ２５ ８

１９９１ 年 ５３７５２ １００ ０ １５０６７ ２８ ０ ２３１２１ ４３ ０ １５５６４ ２９ ０

１９９２ 年 ６４１０７ １００ ０ １７９０５ ２７ ９ ２９４６１ ４６ ０ １６７４１ ２６ １

１９９３ 年 ８７５０７ １００ ０ １５７３６ １８ ０ ５７７６１ ６６ ０ １４０１０ １６ ０

１９９４ 年 ７０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１５７ １５ ８ ４７６９４ ６７ ４ １１９４９ １６ ９

１９９５ 年 ５１８０５ １００ ０ １０７２５ ２０ ７ ３０３８１ ５８ ６ １０６９９ ２０ ７

１９９６ 年 ６２２９６ １００ ０ １５２２８ ２４ ４ ３５７５１ ５７ ４ １１３１７ １８ ２

１９９７ 年 ５２３２８ １００ ０ １０８２８ ２０ ７ ３３５２６ ６４ １ ７９７４ １５ ２

１９９８ 年 ４８４１３ １００ ０ ９７６４ ２０ ２ ３１２７０ ６４ ６ ７３７９ １５ ２

１９９９ 年 ４３３９７ １００ ０ ７２８５ １６ ８ ２９５７９ ６８ ２ ６５３３ １５ １

２０００ 年 ５８４４２ １００ ０ ９４５７ １６ ２ ４１８０４ ７１ ５ ７１８１ １２ ３
２００１ 年 ７３４１６ １００ ０ １２４５７ １７ ０ ５０６７７ ６９ ０ １０２８２ １４ ０
２００２ 年 ７３７７１ １００ ０ ９９３２ １３ ５ ５５９０１ ７５ ８ ７９３８ １０ ８
２００３ 年 ４９５２５ １００ ０ ７１６８ １４ ５ ３７３４２ ７５ ４ ５０１５ １０ １
２００４ 年 ６５０１５ １００ ０ ９３１４ １４ ３ ５０２８０ ７７ ３ ５４２１ ８ ３

２００５ 年 ７９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９３８９ １１ ８ ６４８８７ ８１ ８ ５００４ ６ ３
２００６ 年 ９６６４９ １００ ０ ８５４５ ８ ８ ８３５９０ ８６ ５ ４５１４ ４ ７
２００７ 年 ８４４２７ １００ ０ ９０５３ １０ ７ ７０９２４ ８４ ０ ４４５０ 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９０３６ １００ ０ ９２３７ １０ ４ ７５４１０ ８４ ７ ４３８９ ４ ９

　 　 注： 以上一个永久居留地为统计标准而非以出生地统计。
∗转引自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６ 页。
资料来源： 美国国土安全部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ＨＳ） 《移民统计年报 （ ２００８ ）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台籍华人聚居在加州、 纽约利诺州、 新泽西州、 宾州、 马理兰州、 密执安

州、 俄亥俄州等地。 加州约占一半， 人数为旧金山的一倍； 纽约州则集中在纽

约市； 新泽西州则多在紧邻纽约市的扭沃克； 依利诺州则多在芝加哥； 纽澳良

与休斯敦旗鼓相当。 长期看来， 移居地点有愈来愈集中之趋势。①

２５０

① 龙立彬、 黄国枏： 《台湾及两岸三地华人人口推估方法———理论构建与实证探讨 〈以美国为

例〉 》 ， “侨委会” ， ２００２， 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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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在美国的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 　 数 ８５８ ００ ８７７ ００ ９１０ ００ ９１９ ００ ９２６ ００ ９３４ ００
总人数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百分比 ４８ ２３ ４９ ４６ ５１ ４４ ５１ ６０ ５１ ５９ ５１ ６９

　 　

２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台籍华人在亚洲分布最多的国家， 人数有 ２０ 余万， 全世界

排名第二， 占亚洲台籍华人总数量三成多。

１９４５ 年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后， 实行同化政策， 许多华人被迫放弃中国

国籍。 １９７５ 年年底， 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曾对各族裔人口进行调查， 并宣

布已有 ２５０ 余万华人加入印度尼西亚籍， 保留中国籍者约 ９１ 万人， 无国籍者

有 １２ 万人， 总计华人人数约 ３６４ 万人。① 可是， 许多学者认为此项调查中的

华人数据被严重低估。 由于近年印度尼西亚官方并无任何有关华人之统计可以

利用， 台湾根据 ３ ３％ 的华人比例， 以印度尼西亚总人数进行推估， ２００８ 年印

度尼西亚华人人数约为 ７７２ 万人， ２０１１ 年则突破了 ８００ 万人。②

台湾统计的台籍华人总数在 ２００７ 年只有 ２０ ７ 万人。 此后几年几乎没有变

化， 每年增幅仅数百人。 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年间只增加了 ２０００ 人， 增幅不到 １％ ，

增长幅度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 也落后全球增长速度 ３ ３７％ 甚多。 所占亚洲

台籍华人的比例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６％ 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５ ３％ 。

３ 泰国

泰国的台籍华人一直位居亚洲第二位， 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２０１２ 年的数

据显示， 共有 １４ １ 万人， 占亚洲台籍华人总数的 ２３ ８％ 。

泰国原为中国朝贡体系之一员， 华人数量相当多。 根据史金纳的统计，

１９２２ 年泰国的华人总数即超过百万人。 台湾推估 ２００３ 年泰国华人数量达到了

７００ 万之多。③ 但泰国户籍部门公布之中国籍侨民的数据相当少。 １９８０ 年， 仅

３５０

①

②

③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５２ 页。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５１ ～ ５３ 页。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一辑） 》 ， “侨委会” ， 第 １２８ ～ 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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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２９ ４ 万余人， 到了 １９８８ 年， 降为 ２５ 万人。① 这是因为泰国向来并不以血统

来规范籍别， 而采属地主义， 即 “泰人所生之子女都为泰人”。 泰国户籍部门

公布数据， 并不包括入泰籍者 （泰籍华人） 及其后代 （泰籍华裔）。

台湾统计的台籍华人数据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４ 万人， 此后 ５ 年没有变化， 直到

２０１２ 年才增加到 １４ １ 万人。 而此间， 全球台籍华人移民的总数共增加了 ２ ８

万人。 泰国台籍华人， 所占全球比例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７ ９１％ ， 降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７ ７９％ 。

４ 加拿大

近年来， 加拿大的台籍华人不断增加， 目前位居美洲台籍华人第二位， 仅

次于美国。 加拿大的台籍华人共有 ９ ５ 万人， 占美洲台籍华人总数的 ８ ４％ ，

占全球台籍华人总数的 ５ ３％ 。

华人移民加拿大始于 １９ 世纪下半叶。 １８５８ 年， 弗勒泽尔河 （Ｆｒａｓｅｒ Ｒｉｖｅｒ）

沿岸发现金矿， 吸引了很多华人移民。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出现反对亚裔

移民之声浪， １９２３ 年通过了 “华人移民条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禁止

中国人或具有中国血统者以移民身份入境， 华人数量大大减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加拿大宣布废除 １９２３ 年的 “华人移民条例”， 华人

数量才逐渐增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有台湾留学生毕业后定居加拿大， 但数

量较少。 ８０ 年代台籍华人数量才扩大到每年千人以上规模， 此后移民呈倍数

增长， 至 ９０ 年代达到移民之高峰， 每年平均近 ８０００ 人。 这与加拿大强调教育

移民、 技术移民和计划移民， 不计较人种与肤色， 以教育水平及工作技术为衡

量标准不无关系。 １９９４ 年加拿大政府于台北设立移民办事处， 使台湾民众不

必再透过第三国， 在台北就可以申办移民签证及面试。 申请手续简化及时间的

缩短， 吸引更多台湾人移民加拿大。 １９９７ 年移民数量达到顶峰， 有 １ ３ 万人，

此后缓慢下降， ２０００ 年之后， 保持在每年 ２０００ 人上下。②

台湾统计的数量， ２００７ 年加拿大的台籍华人总数为 ８ ２ 万人， ２０１２ 年为

９ ５ 万人， ６ 年间， 共增加 １ ３ 万人， 增加幅度达到了 １５ ８％ 。 考虑到此期间

４５０

①

②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一辑） 》 ， “侨委会” ， 第 １２８ ～ １２９ 页。
《加拿大华人人口统计推估 》 ， 第 ５ 页， ｗｗｗ ｏｃａｃ ｇｏｖ ｔｗ ／ ＯＣＡＣ ／ Ｆｉｌｅ ／ Ａｔｔａｃｈ ／ ２４８ ／ Ｆｉｌｅ ＿ ２５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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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台籍华人的增长幅度只有 １ ５％ ， 增幅不能不说相当大。

台籍华人在加拿大居住相当集中， 近 ５９ ７％ 住在卑诗省， ２７ ８％ 住在安

大略省， ７ １％ 住在魁北克省， ３ ７％ 住在埃布尔达省 （Ａｌｂｅｒｔａ）。 在其余的几

个省分布相当零散， 只有十几人、 数十人不等。①

表 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在加拿大的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数 ８２ ００ ８４ ００ ９２ ００ ９２ ０ ９４ ０ ９５ ０

全球台籍华人总人数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百分比 ４ ６１ ４ ７４ ５ ２０ ５ ２ ５ ２ ５ ３

　 　

５ 巴西

巴西台籍华人约 ７ 万人， 位居美洲台籍华人的第三位， 占美洲台籍华人总

数的 ６ ２％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３ ９％ 。

巴西被列为金砖四国之一， 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经济体， 目前已超过英

国， 成为全球第六大。 巴西与台湾一直有经济往来， 金融风暴之前， 双边贸易

额达 ５０ 亿美元。 台湾对巴西出口在全球 １３０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１４， 进口

巴西产品排名第 ２４。 目前已有 １０ 家台湾大厂在巴西投资设厂， 主要都在电

脑、 通讯领域。

据台湾的统计数据， ２００３ 年， 巴西华人总数为 １４６１９０ 人， 其中台籍华人

占 ６０％ ， 约有 ８ ７ 万人。 ２００７ 年， 达到高峰， 有 １４ １ 万人， 但 ２００８ 年遭遇

金融风暴， 人数降为 １１ １ 万人， ２００８ 年降低到 ７ ２ 万人， 此后一直稳定维持

在 ７ 万人左右。

目前约有 １０ 万华人聚集于巴西第一商业大城圣保罗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尤其以

“自由区” 为巴西华人最密集的地区， 其次里约市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ｒｉｏ） 的侨民也

不少。②

５５０

①

②

《加拿大华人人口统计推估 》 ， 第 ８ 页， ｗｗｗ ｏｃａｃ ｇｏｖ ｔｗ ／ ＯＣＡＣ ／ Ｆｉｌｅ ／ Ａｔｔａｃｈ ／ ２４８ ／ Ｆｉｌｅ ＿ ２５２
ｐｄｆ。
中正大学编著 《９１ ～ ９２ 年版华侨经济年鉴美洲篇》 ， “侨委会” ，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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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在巴西的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数 １４１ ００ １１１ ００ ７２ ００ ７０ ０ ７０ ０ ７０ ０

全球台籍华人总人数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百分比 ７ ９３ ６ ２６ ４ ０７ ３ ９ ３ ９ ３ ９

　 　

６ 日本

近年来， 日本的台籍华人增长较快， 日本现已是亚洲第三大台籍华人的聚

居国。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见表 ９）， 日本的台籍华人共 ６ 万人， 占亚洲

台籍华人的 １０ １％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３ ３％ 。

表 ９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在日本的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数 ５０ ００ ５９ ００ ６０ ０ ６１ ０ ６０ ０ ６０ ０

全球台籍华人总人数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百分比 ２ ８０ ３ ３０ ３ ４ ３ ４ ３ ３ ３ ３

　 　

日本一向严格限制外国人移民日本， 早期获准归化的台湾华人人数并不

多。 １９７０ 年代台湾与日本 “断交” 时期， 台籍华人总数在 ２ 万余人， 约占华

人总数的一半。 此后移民人数缓慢增长， １９８０ 年代才达到 ３ 万多人， １９９０ 年

代初期在 ４ 万人上下。①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日本的台籍华人从 ５ 万人增加到了 ６ 万人， 增长了 ２０％ 。

其中， ２００８ 年的增幅最大， 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了 ０ ９ 万人， 增长了 １８％ 。 近 ６

年，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 日本与英国的台籍华人增长幅度同居第一。

早期东京都华人移民人数较少， 目前则是华人移民最多的地区， 其余排名

依序为大阪府、 爱知县、 神奈川县、 兵库县、 琦玉县、 千叶县、 静冈县等。 这

６５０

① 这个数据是根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的统计而来， 远较台湾给的数据为低。 它给出的 ２００８
年台籍华人数据只有 ４３５８０ 人， 比台湾方面估计少了 １ 万余人。 见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

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５７ 页。



　台籍华人全球人口分布变化趋势探析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７ 越南

近年来越南的台籍华人不断增加， 现已与日本一样并列亚洲台籍华人的第

三位。 越南的台籍华人共有 ６ 万人， 占亚洲台籍华人的 １０ １％ ， 占全球台籍

华人的 ３ ３％ 。

冷战时期， 台湾与越南属于无交住状态， １９９２ 年台越签署相互设处协定，

才有台籍华人赴越南投资。 越南人工成本低廉， 许多台资企业前往投资， 尤其

在大陆人工大幅上涨之后， 对越南的投资更加快速。 ２０１４ 年， 台湾在越南投

资额约 ２８０ 亿美元， 占整体外资投资额 １１ ９５％ ， 在所有外资中排名第四， 次

于新加坡、 韩国及日本。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越南的台籍华人从 ５ ６ 万人增加到了 ６ 万人， 增加

了 ７ １％ 。 侨居越南的台籍华人， 以中小企业者居多， 亦有不少跨国企业之台

籍干部。 台资企业以平阳省、 同奈省及胡志明市等南部地区为主要投资地点，

此亦为台籍华人主要聚集地。 但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越南反华， 台资企业受损惨重，

平阳省 １７５ 家、 同奈省 ４１ 家、 胡志明市 ６ 家、 巴地头顿省 １ 家、 河静省 １ 家

被砸， １８ 家被烧毁。 台籍华人总数估计有一定程度下跌。 值得一提的有 １０ 万

名越南人嫁到台湾、 １３ 万越南劳动人口在台工作， 相比之下， 越南民众移往

台湾的数量要更多。①

８ 马来西亚

近年来， 马来西亚的台籍华人已经十分稳定， 维持在 ４ 万多人， 占全球台

籍华人的 ２ ４％ 。

１９５７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 马国政府宣布在当地住满 １５ 年的华人， 可实

时申请归化为公民， 因此当时住满 １５ 年以上的华人， 纷纷办理归化的程序，

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马来西亚 １９７０ 年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公布的数据是总

人口 ８８１ 万人， 华人约 ３１３ １ 万人， 华人比例为 ３５ ５％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的统计，

华人则有 ６３９ ９ 万人， 约占该国人口的 １ ／ ４。 马来西亚的华人数量增加了 ３００

７５０

① 《驻台越南代表吁台商续留越南》 ， “中央社”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ａ ｃｏｍ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ａｉｐｌ ／ ２０１４０５１８０２５１ － １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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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 主要是依靠人口之自然增加， 而不是依靠移民。 华人所占人口比例逐年

下降， 是因为其他族裔人口增长超过华裔。①

台湾统计的在马来西亚的台籍华人数据 ２０１０ 年为 ４ ５ 万人， ２０１１ 年减少

１０００ 人， ２０１２ 年不变， 仍有 ４ ４ 万人， 人数变化不大。

９ 新加坡

新加坡的台籍华人共有 ３ 万人， 目前位居亚洲台籍华人的第四位， 占全球

台籍华人的 １ ７％ 。

新加坡古称 “淡马锡”， 原为马来西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 １８２４ 年成为英

国的殖民地， 战后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９ 日退出， 正式成立新

加坡共和国。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数据， ２００８ 年居民总计 ３６４ ３ 万人， 其中华

人 ２７２ ２ 万人， 占 ７４ ７％ ， 马来人占 １３ ６％ ， 印度人占 ８ ９％ ， 其他族裔占

２ ８％ 。②

而据台湾的统计数据，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新加坡的台籍华人并未发生

任何变化， 人数稳定在 ３ 万人。

１０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台籍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 据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 共

有 ２ ９ 万人， 占大洋洲台籍华人的 ７３ ４％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１ ６％ 。

１９７２ 年 “白澳政策” 解禁以来， 才有台湾民众开始前往澳洲， 在此之

前一直受到澳洲移民政策的限制。 １９８０ 年代末及 １９９０ 年代初， 澳洲为促进

经济发展， 将一些地区 （包括台湾） 定为引进经济与商业移民之目标， 大

量核准此一地区之经济移民。 因此， 自 １９８０ 年代晚期开始， 台湾移民澳洲

的人数显著增加， 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留学生。 到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 台籍华人

已经有 １ 万人左右， 占全体华人比例约四成， 此后 １０ 年又增加了 １ 万多

人。③

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澳大利亚的台籍华人从 ２ ６ 万人增加到了 ２ ９ 万

人， 增加了 １１ ５％ 。 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 英国与加拿大三个国家。 但台湾

８５０

①

②

③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４１ ～ ４３ 页。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４５ 页。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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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澳洲所占全体华人的比例反而不足一成， 这是因为从大陆移居澳洲的人

数要比台湾增加更快、 更多。

表 １０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台籍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数量变化

单位： 千人，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数 ２６ ００ ２６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２９ ０

全球台籍华人总人数 １７７９ １７７３ １７６９ １７８１ １７９５ １８０７

百分比 １ ４６ １ ４７ １ ５３ １ ５ １ ６ １ ６

　 　

１１ 韩国

近年来， 韩国的台籍华人增长迅速， 达到了 ２ １ 万人， 占亚洲台籍华人的

２ ６％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１ ２％ 。

１９５４ 年韩国华人总数估计有 ２ ２ 万余人， 多数祖籍山东， 约占全体华侨

人数的 ９０％ ， 但朝鲜战争结束后， 韩国政府采取改革货币措施， 限制每人兑

换新发行之货币的额度， 压制外侨经济实力， 抑制中国侨民大量流入朝鲜半

岛， 致使华人移民人数增加缓慢， 至 １９８０ 年代， 华侨人口约有 ３ ２ 万人。 其

后华侨因在韩国谋生不易， 逐渐移往海外， 人数逐年递减。 ２０１０ 年韩国的华

侨仅有 ２４０５８ 人， 台籍华侨有 ２５６１ 人。①

２０１０ 年出现转折， 台湾和韩国共同签署了打工度假的双边备忘录。 此备

忘录让双方在 １８ 到 ３０ 岁的年轻人在韩国或台湾度假时， 得以用打工的方式来

资助旅费。 台湾民众在韩国打工最长可达一年。 台籍华人快速增加， 到了

２０１２ 年数量已猛增到 ２ １ 万人， 增加了 ６ 倍之多。②

１２ 阿根廷

阿根廷的台籍华人共有 １ １ 万人， 占美洲台籍华人总数的 １％ ， 占全球台

籍华人的 ０ ６％ 。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阿根廷的台籍华人数量并未发生任何

变化， 均为 １ １ 万人。

９５０

①

②

中正大学编著 《２０１０ 华侨经济年鉴》 ， “侨委会” ，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２ 页。
《 “中华民国” 国情简介———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 ， “行政院”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ｙ ｇｏｖ ｔｗ ／ ｓｔａｔｅ ／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 ａｓｐｘ？ ｎ ＝ Ａ８８Ｂ８Ｅ３４２Ａ０２ＡＤ０Ａ＆ｓ ＝ Ｆ１Ｂ６ＡＤ３Ｂ０６５Ｅ４３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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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个传统的移民国家， 从 １８５７ 年到 １９２０ 年， 其吸收移民人数

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 位居第二。 早年， 不少华侨从广东、 浙江青田和山

东移民阿根廷， 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 目前有许多华人第二代或第三代，

并不会说汉语， 甚至外貌上也失去了东方人的轮廓。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统计，

阿根廷的华人共有 ８４７５０ 人。

１９７０ 年代台湾民众开始向阿根廷移民， 现有 １ １ 万人， 主要聚居在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近十年来， 因为阿根廷的经济动荡不安， 治安持续恶化，

约有百余名侨民返回台湾就读大学或研究所。 他们学成后大多选择留在台湾发

展， 或移民他国， 返回阿根廷定居的人数则较少。①

１３ 法国

法国的台籍华人数量虽然只有 １ １ 万人， 却是欧洲台籍华人聚集最多的国

家， 占欧洲台籍华人的 ３２ ６％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０ ６％ 。

华人移居法国， 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１９１６ ～ １９１８ 年， 法国招

募了 ４ 万名华工， 从事兴建军营、 养护公路、 制造军火等工作。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１

年， 中国掀起 “勤工俭学” 运动， 约有 ２０００ 名学生来到法国留学接受训练。

法国华人除了来自中国之外， 还有许多来自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上的越、 柬埔

寨、 老挝三国， 过去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 １９７５ 年越战后， 许多华人移民法

国。

依据李明欢的研究， １９５５ 年估计华人人口约为 ２７００ 人， 至 １９８５ 年华人

人口增为 ２１ 万人。② １９９９ 年法国普查局公布的两岸三地出生华人合计约 ３ ４

万人， 其中台湾出生华人仅略超过 ２０００ 人。③ 根据台湾的统计数据， 到 ２００９

年， 共有台籍华人 ９０００ 人。 ２０１０ 年上升到 １ 万人， ２０１１ 年为 １ １ 万人， ２０１２

年不变。 法国台籍人数虽少， 增长幅度却不低， １３ 年间增加了 ９０００ 人， 增长

了 ３ ５ 倍。

０６０

①

②

③

中正大学编著 《２０１０ 华侨经济年鉴》 ， “侨委会” ， ２０１１， 第 ３２９ 页。
Ｌｉ Ｍｉｎｇｈｕ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９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二辑） 》 ， “侨委会” ，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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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新西兰

新西兰的台籍华人共有 １ 万人， 占大洋洲台籍华人的 ２５ ３％ ， 占全球台

籍华人的 ０ ６％ 。

新西兰是个移民国家， 总人口约 ４３２ 万人， 依据该国 ２００６ 年普查结果，

约 ６４ ８％ 为欧洲移民的后裔， 当地原住民毛利人占 １４ ０％ ； 亚洲移民的后裔

占 ８ ８％ ， 其中以华人最多， 占新西兰全国人口的 ３ ７％ 。

１９８７ 年新西兰开放移民， 华人移居人数大大增加。 普查数据显示， １９９１

年华人为 ４４７９３ 人， １９９６ 年为 ８１３０９ 人， ２００１ 年为 １０４５８０ 人，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４７５７０ 人①， 增加了 ２ ２９ 倍。

据台湾公布的数据， ２００７ 年新西兰有台籍华人 ２ 万人， ２００８ 年维持不变，

但 ２００９ 年急剧减少到 １ 万人， 此后 ４ 年保持在 １ 万人左右。 占大洋洲台籍华

人的比例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３ ５％ 减少到了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５ ３％ 。

１５ 南非

南非是台籍华人在非洲分布最多的国家， 但人数并不多， 只有 ９０００ 人，

占非洲台籍华人的 ９０％ ， 占全球台籍华人的 ０ ５％ 。

南非曾是个立法施行种族歧视与隔离政策的国家。 在 １９９４ 年新南非实行

民主改革之前， 华人只能在少数白人统治阶级与多数的黑人被统治阶级之间的

夹缝中生存， 人数相当少。 在英国殖民时期， 对华人人口有较明确的记载， 在

１８９１ 年有 ２１５ 人， １９０４ 年有 １３８０ 人， １９１２ 年有 ８１２ 人， １９２１ 年有 ７３２ 人。

１９７６ 年， 南非与 “中华民国” 正式建交。 不久， 南非陷入经济困境后，

积极从台湾招商引资。 故自 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 台湾移民急剧增加。 ９０ 年代前

期， 平均每年约有 １５００ 人移民南非。 但此波热潮在 １９９４ 年后趋于缓慢， １９９７

年双方 “断交” 后， 每年仅有百余人移民。

１９９０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台籍华人总数有 ２２９５ 人。 １９９４ 年上升到 ７４８５

人， 增加 ２ ２６ 倍。 但此后，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年间才突破了 １ 万人。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 南非政府不再对外公布各国移民数字。 根据台湾的统计数据， ２００７ 年

有 ９０００ 人， ２００９ 年增加到 １ 万人， ２０１２ 年又降为 ９０００ 人。

１６０

①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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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南非两岸三地华人移民人口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５ 年） ∗

单位： 人

年别 合计 台湾 大陆 香港 年别 合计 台湾 大陆 香港

总计 １５９８２ ９５９７ ４４１５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１０ ２ — ８

１９８０ ７ ２ — ５

１９８１ １ —　 — １

１９８２ ４ ４ — —

１９８３ ７ ２ — ５

１９８４ １ １ — —

１９８５ ２ ２ — —

１９８６ ７ ７ — —

１９８７ １４８ １２９ — １９

１９８８ ３１４ ２８６ — ２８

１９８９ ４９７ ４６０ — ３７

１９９０ １４９６ １３８２ — １１４

１９９１ ２１９８ １９５９ ３ ２３６

１９９２ １９６９ ９８６ ２２２ ７６１

１９９３ ２２９３ １４７１ ４０９ ４１３

１９９４ ９１４ ５８４ ２６４ ６６

１９９５ ４１５ ２４７ １１２ ５６

１９９６ ４２６ ２４４ １５８ ２４

１９９７ ３９１ １８２ １８０ ２９

１９９８ ５２３ ３２９ １７１ ２３

１９９９ ３１７ １３３ １７８ ６

２０００ ５２７ ２１９ ２８１ ２７

２００１ ４２２ １５３ ２５４ １５

２００２ ４９１ １２７ ３６１ ３

２００３ ７３１ １４９ ５６１ ２１

２００４ ７０８ １３１ ５４３ ３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６３ ４０６ ７１８ ３９

　 　 注： １ 移民人口系以上一个永久居留地区分。
２ 自 ２００４ 年起香港改列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不再单独列出， 故以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年趋势估计。
３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起南非政府不对外公布各国和地区移民入境之人数， 故 ２００５ 年之移民数系以

２００５ 年１ ～ ６月之资料加以估计。
４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后无相关移民人数资料可供披露。
资料来源： １ Ｋａｒｅｎ Ｌ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Ｊａｎ Ｒｙａｎ， （１９９８）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６） ” ．
２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６） ”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１０８ 页。

１６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的台籍华人共有 ８０００ 人， 占美洲台籍华人总数的 ０ ７％ ， 占

全球台籍华人的 ０ ５％ 。

华人来到哥斯达黎加的最早时间是 １８５５ 年。 １８７３ 年哥斯达黎加为修建大

西洋铁路大量引进中国劳工。 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的中山、 四邑和宝安等地。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哥斯达黎加政府通过多项歧视华人的法令， 使华人移

民的数量受到限制。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 通过几位华人领袖的努力交涉及其他

各种因素的影响， 哥斯达黎加政府终于在 １９４３ 年通过法令废除以往所有的歧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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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性法规。 当时哥斯达黎加约有华侨 ２０００ 人。

１９６７ 年哥斯达黎加的华侨华人增至 ３０００ 人， １９８４ 年哥斯达黎加的华侨华

人达到 ７０００ 多人。① ２００４ 年哥国的华人数量约有 ５ 万到 ６ 万人， 其中有台籍

华人 １ 万余人。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哥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台籍华人

数量急剧下降， ２０１１ 年从 １ ４ 万人下降到 ８０００ 人， ２０１２ 年维持在 ８０００ 人不

变。 不过， 许多人是以哥国为跳板， 最终目的是前往美国或者加拿大。

１７ 英国

英国台籍华人数量不多， 仅有 ６０００ 人， 占欧洲台籍华人的 １１ ８％ ， 占全

球台籍华人的 ０ ３％ 。

据记载， 最早移民英国的华人沈福荣， 早在 １６８５ 年随着传教士到达英国，

在牛津 Ｂｏｄｌｅｉａｎ 图书馆做中文图书分类工作。 早期移居到英国的华人不多， 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华人数量不过千人。

英国自 １９９１ 年起人口普查才有 “Ｃｈｉｎｅｓｅ” 之族裔分类。 在此之前所谓华

人还包括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等地之华人。 根据 １９９１ 年英国的普查结

果， 华人共有 １５ ７ 万人 （不含北爱尔兰）， 其中英国本地出生为 ４ ５ 万人左

右， 大陆籍有 １ ９ 万人， 台籍有 １６００ 余人。 ２００１ 年的普查结果， 华人为 ２４ ７

万人， 较 １９９１ 年增加 ９ 万人， 其中在英国出生者约有 ７ 万人， 出生在英国以

外地区者， 有 １７ ７ 万人， 包括大陆籍 ３ ２ 万余人， 台湾出生者 ３８００ 余人， 占

２ ２％ 。③

表 １２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英国人口普查数据

出生地 １９９１ 年人数 ２００１ 年人数 增长人数

英国本地 ４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中国大陆 １９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１３４９３

中国台湾 １６３４ ３８００ ２１６６

其他 ９１３６６ １４１２００ ４９３４１

合 　 计 １５７０００ ２４７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６０

①

②

③

中正大学编著 《２０１０ 华侨经济年鉴》 ， “侨委会” ，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４ 页。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辑 《华侨经济年鉴 “中华民国” ９１ ～ ９２ 年美洲篇》 ， “侨委会” ， ２００４。
《各国华人人口专辑 （第三辑） 》 ， “侨委会” ， 第 ７０ ～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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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台湾的统计， ２００７ 年， 台籍华人总数为 ５０００ 人， ２０１０ 年增加到 ６０００

人， 此后保持不变。 增长幅度高达 ２０％ ， 与日本同时位居全世界第一。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年增长了 ２２００ 余人， 而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也增加了 ２２００ 余人， 年均增长保

持在 ２２０ 人。

三　台籍华人移民动机之分析

台湾于 ２００２ 年曾针对海外侨民之人口结构、 移居原因、 区域分布、 生活

概况、 工作情形、 家庭关系及海外地址等， 做过海外侨民调查。 调查分为邮寄

问卷及电话访问两种， 邮寄问卷成功访问 ５９４ 户， 共 １１９３ 人， 再对每一户进

行户中抽样， 共抽出 ５９４ 人。 电话访问部分， 成功访问 ２１１９ 人， 而扣除电访

及邮寄皆有者的 ６０ 人 （以邮寄为主）， 成功样本数为 ２６５３ 人。 分析时扣除移

居大陆、 港澳侨民 ３６９ 人， 实际分析样本数为 ２２８４ 人。 以下为调查记录之部

分统计结果。① 这个调查有助于了解台湾民众移民的原因。

１ 基本概况

在这个调查中， 移民人口中男性为 ４５ ６％ ， 女性为 ５４ ４％ 。 女性高出

８ ８％ 。

青年占大多数， １５ ～ ４４ 岁青壮年者占 ６１ ９％ ； ４５ ～ ６４ 岁中老年约占

２９ ７％ ， 未满 １５ 岁人数仅占 ２ ３％ 。

未婚比例达到 ３５ ０％ ， 已婚者有 ６０ ８％ 。

在教育程度方面， 硕士及博士程度者占 ２８ ２％ ； 高中、 中专及以下者仅

有 ２８ ７％ 。

大多数侨民在台湾仍有亲人， 父、 母亲各占 ６０ ０％ 与 ６４ ６％ ， 配偶大多

跟到了国外， 只有 ４ ９％ 仍在台湾； 子女大多也跟到了国外， 仅有 ７ ７％ 仍在

台湾。

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收入占 ５７ １％ ； 倚赖台湾家人者只有 ２０ ５％ ；

依靠当地家人占 １９ ３％ 。

４６０

① 《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 ， “侨委会” ， 第 ３ ～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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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移居时间

从移居时间来看， 超过 ５ 年者有 ６９ １％ ， 以年龄 ３５ ～ ５４ 岁的人居多， 占

５１ ９％ 。 移居 ３ ～ ５ 年者有 １３ ５％ ， 以年龄 ２０ ～ ３４ 岁的人居多， 有 ５６ ５％ 。

２ ～ ３ 年者只有 ８ ９％ ； 其余少于 ２ 年者为 ７ ４％ 。

移居时间较短， 未婚比重相当高， １ ～ ５ 年的侨民， 占 ５６ ８％ 以上。 移居

时间超过 ５ 年以上的侨民， 大多成家， 只有 ２９ １％ 未婚。①

３ 移居原因

台湾居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求学， 占 ３８ ０％ ； 工作居次， 占 ２７ ５％ ，

投资移民占 ５ ５％ 。

（１） 求学移民。

女性更多因求学移民， 占 ５２ ８％ ， 男性也有 ４７ ２％ 。 他们大多为了学习

高科技， １２ ６％ 为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有 ３１ ５％ 。 其中半数以上得到了暂时

居留的身份， 取得永久居留身份者仅有 １８ ０％ ； 但也有 ２３ １％ 已经归化侨居

国。

（２） 工作移民。

男性更多因工作移民， 占 ６２ ０％ ， 女性只有 ３８ ０％ 。 他们移民的时间相

对较长， 超过 ５ 年者占 ８０ ３％ 。 教育程度也不低， 有硕、 博士学位者占

３１ １％ 。 归化侨居国者达到了 ４１ ３％ ， 取得永久居留权者占 ２３ １％ ， 暂时居

留身份者仅有 ２４ ８％ 。

（３） 投资移民。

与前两种原因移民不同， 投资移民者年龄偏高， 教育程度较低， 有博硕士

学位者仅占 ５ ６％ 。 他们的移居时间都很长， 不到 ５ 年者仅有 １２ ７％ 。 而且大

多数已归化侨居国， 占 ６０ ３％ 。 ２６ ２％ 取得了永久居留权， 仅 ７ ９％ 维持暂时

居留身份。②

根据台籍华人在全世界各国的分布概况以及移民动机之分析， 可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５６０

①

②

《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 ， “侨委会” ， 第 ８ 页。
《台湾地区移居海外侨民概况调查报告》 ， “侨委会” ， 第 １０ ～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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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移民数量取决于移民国的政策

排华似为不同国家的普遍现象。 早期华人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前往移民

国， 历经一段时间普遍被所在国排斥。 此后的移民人数取决于当地的移民政

策。 当一国的移民政策放宽， 华人人口的数量才有增加的可能。 台籍华人数量

的分布也同样受此因素的影响。

２ 取决于国际情势

台湾的最大规模移民潮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主要原因是 １９７９ 年台湾

与美国 “断交”， 台湾民众担心美国政府不再协防台湾， 许多中产阶层人士、

企业家、 富商移民美国、 加拿大。 １０ 年间移民人数近 ２０ 万人。 同样的情形亦

发生在 １９９６ 年。 当年发生台湾海峡导弹危机， 移民前往美国的人数比往年激

增 ５０％ 。 前往加拿大的人数同样由 ７６９４ 人激增到 １３２２５ 人。

３ 取决于该国的文明程度

战后台籍华人的迁移更注重移民国的文明发展程度。 台籍人数较多的

国家清一色是发达国家， 尤以美国与加拿大为代表。 近 ７ 年， 增长比率最

高的依序是英国 ２０％ ， 日本 ２０％ ， 加拿大 １５ ８５％ ， 澳洲 １１ ５４％ ， 美国

８ ８６％ 。 考虑到这期间台籍华人的增长率仅有 １ ５７％ ， 更凸显其集中趋

势。

４ 求学逐渐成为移民最主要之原因

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远走他乡， 但后来台籍华人求

学的比例越占越高， 近年来更高达六成以上。 欧美国家有较先进的教育，

故吸引台湾民众的目光。 目前仍在侨居国求学者， 四成六在攻读学士学

位， 三成多在攻读硕、 博士学位。 侨居美国者， 教育程度为各地区最高

者， 硕、 博士合计占移民之 ３９ ３％ 。 １７ ７％ 从事教学研究①， 所占比例亦

为全世界之最高。 这代表有许多台湾民众获得学位后， 选择留在当地从事教学

科研工作。

５ 养老赋闲也成为移民的考量之一

加拿大虽然也是发达国家， 但台湾民众到那里更多是为退休养老， 或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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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良好的生活质量。 有 １３ ６％ 的人是以投资移民的名义办理移民， 但照顾家

庭及养老赋闲者比重反而高达 ３０ ２％ ， 就业人口也不到 １ ／ ３。① 投资移民的条

件是必须拥有价值 ８０ 万加元的资产。 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 务

工收入多汇往台湾， 而养老赋闲则是把台湾的资产往国外汇。 这是与以前不同

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４ 年年初加拿大取消了投资移民这一政策。 澳洲

本是退休养老考量的主要国家之一， 可以预期未来澳洲的台籍华人会有一定程

度的增加。

６ 企业追求更低的人工成本、 原料或市场

东南亚国家的台籍华人总数虽然近 ５０ 万， 但近些年除越南外， 其他国家

华人人数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当地台籍华人增长取决于自然生育率。 越南的台

籍华人增加与台商的投资有密切关系， 台商赴当地经营事业者居多， 男性远多

于女性， 且多为企业主管人员， 已婚者占 ７２ ５％ ， 为各地区最高。② 同样的情

况也出现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这代表随着台湾经济成熟， 台湾也出现一些跨

国企业为了寻求更低的人工成本、 原料或者市场而移动的现象。

７ 整体而言， 安土重迁

台湾近年经济虽没有大幅成长， 但 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２ 万美元， 排在

全世界第 ３８ 位。 尽管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 但生活水平差距不大， 某些方面，

甚至超过。 因此， 除非出现重大国际形势变故， 台湾民众表现出安土重迁的特

点。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 移民数量只增加了 ２ ８ 万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还一度持续

减少。 当然， 这与交通较以前便利也有关系。 台籍华人回台的频率相当高。 以

澳洲为例， 每年回台 ３ ～ ５ 次者有 ２２ ７％ ， １ ～ ２ 次者有 ５１ １％ ， ２ 年未曾回国

者仅有 １７ ７％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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