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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留学生转移民的奋斗史大陆留学生在温哥华约数千人 加

拿大张开双臂，随时接纳各类英才。在既不想回自己原来的

国家，又在留学国长期解决不了合法身份的两难处境下，从

原留学国以技术移民身份直接移民加拿大成了各国留学生，

自然也包括中国大陆留学生在内的世界各国留学生们的必然

选择。从美国前院走进加拿大后院的各国留学生最多，中国

大陆留学生也多。 据称，目前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总数已达30万人。但是为什么这30万留学生多数都宁肯在国

外“受洋罪”，而不愿意回大陆“享清福”呢？ 在温哥华的

大陆新老移民中，有相当一批是前些年出国的大陆留学生。

也有少数是留学后已回中国大陆，工作几年之后又从大陆移

民来加拿大的。这批由留学生转为技术移民身份的大陆人士

，年龄大都在四十岁左右，可说是温哥华大陆新老移民中值

得专门加以描写的一个群体。有人估计，这个群体在温哥华

的人数可能有几千。 他们一般都是从大陆各高校毕业，在大

陆工作过几年后，于十多年前陆续出国留学。他们在大陆工

作时，拿的是低工资。在海外各国留学时，要花时间学习，

不能只顾打工赚钱，而且一般国家都不鼓励甚至禁止留学生

打工，因此在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活中，他们一直处境艰难。 

这些中国大陆籍人士原来留学的国家多为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多数留学两年以上，拿到了硕士

学位，有相当多的人都呆了五六年，拿到博士。可由于所学



专业、当地经济状况、本人社会关系、生活能力和工作兴趣

等原因，难以在留学所在国谋得一职。 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

加拿大，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们在温哥华的生活也

不理想 留学生转移民们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这首先要归功

于他们的英语能力，其次是早已熟悉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还有，他们在留学期间都或多或少工作过，有在与加拿大类

似国家工作的经验积累。他们在找工作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上

，显得比直接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们要容易得多。但也有劣

势。 首先，他们的婚姻仍成问题，这种趋势在加拿大仍在持

续。如果把事业比喻成前台，把家庭比喻成后台，那么这些

留学生转移民们的后台是经常会起火，如此一来，在前台的

表演水平就会大受影响；另外，他们当中很多人学的是地质

、历史、哲学、教育或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并不好找工作，

所以生活得也并不理想；再有，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问题。

有分析认为：“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带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出

国留学的。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脑子里的‘中国’就是80

年代初时的中国；9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脑子里的已经是90

年代时的中国了。这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着的现状往

往变得越来越隔膜。而留学生自己又很难意识到自己头脑里

的‘中国’是建立在旧日的印象上。一个才出国的留学生在

和早几年出国的老一代留学生接触后曾感慨说，这些老留学

生对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了解了，总以为中国现在还是他

们在的时候那个样子呢。‘我跟他们说，中国全变了。可他

们就是不信。’这些年，在外多年的留学生往往是回国探亲

时才真正受到震动。一个1984年出国的32岁的医学院博士生

在1993年回国转了一圈，颇受刺激，回来逢人便讲，如今留



学生回国，是说话洋气，穿着土气，花钱小气。” “留学生

头脑里所保留的‘祖国’印象，头脑里的‘祖国’与现实中

的中国有了差距之时，留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

的事情上，时常会出现保守倾向。就像当年海外老华侨更崇

尚传统道德一样，一些生活在西方现代社会里的留学生有时

在思想上远不及国内新一代青年来得开放。”他们有点像烧

透了的炭 加拿大技术移民中，新一代占绝大多数。他们没有

尝过土插队的苦，也没有尝过老留学们洋插队的苦，却是满

怀信心到加拿大来插队落户，充满活力。而老一代的老留学

生转移民，思维方式已经难以放开，国内关系也已渐渐冷淡

下来，有些像烧透了的炭，虽然还红，可是热量已释放了大

半儿。 还有，与国内直接出来的人相比，这些老留学生转移

民有些遗憾他们错过了前十年中国大陆办公司，炒股票或做

房地产这几波经济大潮。新移民在这几波滔天巨浪里陆续长

得肥大起来，为自己的下一次跳龙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如

同在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赛场上竞跑，前者跑了多年之后，

虽然尚未停顿，但脚步已然放慢，而后者则如刚冲出线的选

手，正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往前冲，毫无疑问，前者将在短期

内被后者超越和甩在身后。让我们举几个不同例子。 鹿先生

，男，北京人，45岁1990年从北京某报社赴美留学，企业管

理硕士，5年前从美国以留学生身份移民加拿大，住在温哥华

西68街与黑泽大街相交的一座独立屋，离笔者所租住的公寓

只有数百米距离。那是一幢挺豪华的独立屋，全让他一人儿

给租了下来。他只住上层，下层再出租。 在新老技术移民圈

里，鹿先生是个较为知名人士，性格随和，思维活跃，交际

广泛，善于赚钱。移民手续代理，新移民抵加接待，能赚钱



的生意，他能做都做。他还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文章，更

拍得一流好照片。他的一些旅游文章和照片，不断被中国大

陆的一些报纸杂志采用。问题是他还办了个相当有名气的网

站，这个网站可把他害了，他把全身心都放到这个网站上了

，把从别处赚来的钱也都全贴进这个网站了。 Emily，女，45

岁原北京大学经济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以访问

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先生于第二年也飞赴美国团

聚。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在洛杉矶一家大型台湾家族企业

的贸易公司任职总经理，立下汗马功劳，可惜因拿不到美国

绿卡，只好在三年前打个迂回战，先移民加拿大，这样既可

拿到加拿大身份，又可使在北京的女儿出国与父母团聚。到

加拿大后，她曾去一家华人商场做过收银员，当时由于担心

商场嫌她学历太高不要她，她只好谎称自己在大陆就是高中

毕业。她眼下在温哥华做独立金融顾问，从属于一家美国保

险公司的分公司。 Emily说，她在1997年时，曾回中国大陆呆

了三个月，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后，得出的结论是，回国发展

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感叹着飞了回来。她说她也可以随

时去美国发展，但如果都是给人打工，还不如在温哥华先这

样独立工作着，由于她所在的美国保险公司计划在未来两三

年内冲进中国大陆市场，Emiliy希望届时回中国大陆创业。 

马丁，45岁1989年底以福建某大学讲师身份赴英国进修，后

转为留学生，获地质学博士学位。英国的绿卡更不好拿，于

是1994年移民加拿大，目前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岳父母住

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校园内。马丁的

妻子就在UBC读计算机专业，希望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马

丁自己刚从英国来温哥华时，曾做过几个月的贸易和百货零



售生意，后加盟保险公司，推销基金和保险。多年下来，成

绩斐然，目前已是温哥华金融保险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大陆华

人成功者，他还早已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宗教信仰中得到生

命的满足。他也非常热爱加拿大。与他交谈，可以明显感到

，他的思想境界已明显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他在大陆籍华

人圈里有广泛人缘。 吴先生，北京人，48岁1993年赴美留学

，妻子后来赴美国与他团聚。两人在美国呆了两年，拿到硕

士学位后，在没有希望拿到美国绿卡的情况下，开着车来到

加拿大。住在半地下室里。他在一家台湾投资的电子厂当技

术经理，妻子无工作。 还有，一些在加拿大注册了移民公司

，正在中国大陆做移民服务的移民公司负责人或代表，也有

不少属于这一群体。其中有些人士，读者可能在中国发行的

《出国与就业》杂志中看到他们的活跃身影。《出国与就业

》是个双周刊，广告收入不少凡是移民公司，无不希望在该

杂志上露脸，因为国内想移民的人据说有数百万人，而该杂

志在这一庞大的读者群中卖得挺火。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

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

西兰 从前院走进后院--大陆留学生转移民的奋斗史大陆留学

生在温哥华约数千人 加拿大张开双臂，随时接纳各类英才。

在既不想回自己原来的国家，又在留学国长期解决不了合法

身份的两难处境下，从原留学国以技术移民身份直接移民加

拿大成了各国留学生，自然也包括中国大陆留学生在内的世

界各国留学生们的必然选择。从美国前院走进加拿大后院的

各国留学生最多，中国大陆留学生也多。 据称，目前在世界

各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总数已达30万人。但是为什么这30万

留学生多数都宁肯在国外“受洋罪”，而不愿意回大陆“享



清福”呢？ 在温哥华的大陆新老移民中，有相当一批是前些

年出国的大陆留学生。也有少数是留学后已回中国大陆，工

作几年之后又从大陆移民来加拿大的。这批由留学生转为技

术移民身份的大陆人士，年龄大都在四十岁左右，可说是温

哥华大陆新老移民中值得专门加以描写的一个群体。有人估

计，这个群体在温哥华的人数可能有几千。 他们一般都是从

大陆各高校毕业，在大陆工作过几年后，于十多年前陆续出

国留学。他们在大陆工作时，拿的是低工资。在海外各国留

学时，要花时间学习，不能只顾打工赚钱，而且一般国家都

不鼓励甚至禁止留学生打工，因此在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活中

，他们一直处境艰难。 这些中国大陆籍人士原来留学的国家

多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多数留学

两年以上，拿到了硕士学位，有相当多的人都呆了五六年，

拿到博士。可由于所学专业、当地经济状况、本人社会关系

、生活能力和工作兴趣等原因，难以在留学所在国谋得一职

。 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加拿大，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他们在温哥华的生活也不理想 留学生转移民们表现出良好的

适应性。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的英语能力，其次是早已熟悉

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还有，他们在留学期间都或多或少工

作过，有在与加拿大类似国家工作的经验积累。他们在找工

作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上，显得比直接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们

要容易得多。但也有劣势。 首先，他们的婚姻仍成问题，这

种趋势在加拿大仍在持续。如果把事业比喻成前台，把家庭

比喻成后台，那么这些留学生转移民们的后台是经常会起火

，如此一来，在前台的表演水平就会大受影响；另外，他们

当中很多人学的是地质、历史、哲学、教育或政治经济学等



专业，并不好找工作，所以生活得也并不理想；再有，他们

的思维方式也是问题。有分析认为：“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带

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出国留学的。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脑

子里的‘中国’就是80年代初时的中国；90年代初出国留学

的，脑子里的已经是90年代时的中国了。这使他们对中国社

会不断变化着的现状往往变得越来越隔膜。而留学生自己又

很难意识到自己头脑里的‘中国’是建立在旧日的印象上。

一个才出国的留学生在和早几年出国的老一代留学生接触后

曾感慨说，这些老留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总以为中国现在还是他们在的时候那个样子呢。‘我跟他们

说，中国全变了。可他们就是不信。’这些年，在外多年的

留学生往往是回国探亲时才真正受到震动。一个1984年出国

的32岁的医学院博士生在1993年回国转了一圈，颇受刺激，

回来逢人便讲，如今留学生回国，是说话洋气，穿着土气，

花钱小气。” “留学生头脑里所保留的‘祖国’印象，头脑

里的‘祖国’与现实中的中国有了差距之时，留学生的思想

，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上，时常会出现保守倾向。就

像当年海外老华侨更崇尚传统道德一样，一些生活在西方现

代社会里的留学生有时在思想上远不及国内新一代青年来得

开放。”他们有点像烧透了的炭 加拿大技术移民中，新一代

占绝大多数。他们没有尝过土插队的苦，也没有尝过老留学

们洋插队的苦，却是满怀信心到加拿大来插队落户，充满活

力。而老一代的老留学生转移民，思维方式已经难以放开，

国内关系也已渐渐冷淡下来，有些像烧透了的炭，虽然还红

，可是热量已释放了大半儿。 还有，与国内直接出来的人相

比，这些老留学生转移民有些遗憾他们错过了前十年中国大



陆办公司，炒股票或做房地产这几波经济大潮。新移民在这

几波滔天巨浪里陆续长得肥大起来，为自己的下一次跳龙门

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如同在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赛场上竞跑

，前者跑了多年之后，虽然尚未停顿，但脚步已然放慢，而

后者则如刚冲出线的选手，正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往前冲，毫

无疑问，前者将在短期内被后者超越和甩在身后。让我们举

几个不同例子。 鹿先生，男，北京人，45岁1990年从北京某

报社赴美留学，企业管理硕士，5年前从美国以留学生身份移

民加拿大，住在温哥华西68街与黑泽大街相交的一座独立屋

，离笔者所租住的公寓只有数百米距离。那是一幢挺豪华的

独立屋，全让他一人儿给租了下来。他只住上层，下层再出

租。 在新老技术移民圈里，鹿先生是个较为知名人士，性格

随和，思维活跃，交际广泛，善于赚钱。移民手续代理，新

移民抵加接待，能赚钱的生意，他能做都做。他还多才多艺

，写得一手好文章，更拍得一流好照片。他的一些旅游文章

和照片，不断被中国大陆的一些报纸杂志采用。问题是他还

办了个相当有名气的网站，这个网站可把他害了，他把全身

心都放到这个网站上了，把从别处赚来的钱也都全贴进这个

网站了。 Emily，女，45岁原北京大学经济系硕士，毕业后留

校任教。199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先生

于第二年也飞赴美国团聚。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在洛杉矶

一家大型台湾家族企业的贸易公司任职总经理，立下汗马功

劳，可惜因拿不到美国绿卡，只好在三年前打个迂回战，先

移民加拿大，这样既可拿到加拿大身份，又可使在北京的女

儿出国与父母团聚。到加拿大后，她曾去一家华人商场做过

收银员，当时由于担心商场嫌她学历太高不要她，她只好谎



称自己在大陆就是高中毕业。她眼下在温哥华做独立金融顾

问，从属于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分公司。 Emily说，她在1997

年时，曾回中国大陆呆了三个月，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后，得

出的结论是，回国发展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感叹着飞了

回来。她说她也可以随时去美国发展，但如果都是给人打工

，还不如在温哥华先这样独立工作着，由于她所在的美国保

险公司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冲进中国大陆市场，Emiliy希望届

时回中国大陆创业。 马丁，45岁1989年底以福建某大学讲师

身份赴英国进修，后转为留学生，获地质学博士学位。英国

的绿卡更不好拿，于是1994年移民加拿大，目前与妻子和两

个孩子以及岳父母住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简

称UBC)校园内。马丁的妻子就在UBC读计算机专业，希望毕

业后能找个好工作。马丁自己刚从英国来温哥华时，曾做过

几个月的贸易和百货零售生意，后加盟保险公司，推销基金

和保险。多年下来，成绩斐然，目前已是温哥华金融保险市

场中为数不多的大陆华人成功者，他还早已是虔诚的基督徒

。从宗教信仰中得到生命的满足。他也非常热爱加拿大。与

他交谈，可以明显感到，他的思想境界已明显升华到一个更

高层次。他在大陆籍华人圈里有广泛人缘。 吴先生，北京人

，48岁1993年赴美留学，妻子后来赴美国与他团聚。两人在

美国呆了两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在没有希望拿到美国绿卡

的情况下，开着车来到加拿大。住在半地下室里。他在一家

台湾投资的电子厂当技术经理，妻子无工作。 还有，一些在

加拿大注册了移民公司，正在中国大陆做移民服务的移民公

司负责人或代表，也有不少属于这一群体。其中有些人士，

读者可能在中国发行的《出国与就业》杂志中看到他们的活



跃身影。《出国与就业》是个双周刊，广告收入不少凡是移

民公司，无不希望在该杂志上露脸，因为国内想移民的人据

说有数百万人，而该杂志在这一庞大的读者群中卖得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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