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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饭碗难找一年只有150天适合求职 对于大多数大陆精英移

民,由于动身之前大都做过较长时间的物质准备，因此，在抵

达加拿大后的最初几天，几个星期里，都能自行安排好各自

的衣食住行。随后对新移民们生存能力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绝大多数中国大陆新来的技术移民会陷于困境：不辨东西，

难找工作。用英语清楚地讲出所住地，对周围环境有个基本

了解，到适应这个完全陌生的西方城市，都需要时间。 找工

作先要准备好个人简历，要先去商店买来计算机和打印机，

否则你到哪里去写？你知道标准的英语求职简历怎么写吗？

你清楚当地就业市场的需求吗？你知道什么时候好找工作，

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吗？你想找份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可

你的工作经验符合这里的要求吗？还有，你的心理适应能力

到底强不强？这些问题，大部分新移民在入境时并不清楚。 

与中国大陆相同，加拿大也是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即每周五

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刚落地的新移民并不知道，星期一

上午和星期五下午都不是找工作的适当时间，因为第一个工

作日的上午是各公司企业最紧张的时候，上星期的积压信件

和杂务都要抓紧处理，你这时候去求职，人家烦不烦？最后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也不是恰当时候，许多人已经提前安排好

了周末两天的休闲活动，你这时候去求职，谁还有心跟你多

说？ 加拿大还有个毛病更让急着找工作的人心烦，这就是节

假日特别多。经常是三天连在一起的节日加周末。有人算了



一下，一年365天，一个政府公务员，一年里真正工作的时间

只有240天左右。 一年当中，春秋两季比较好找工作，夏冬两

季难找。夏天在加拿大是黄金季节，时间短，气候好，欧美

夏季从来都是旅游休假季节，连政府机关都缩短了工作时间

，大量公务员也都趁这时旅游。你最好不要这时来温哥华，

因为许多企业老板都携老板娘或一家数口到欧洲或美国了。

从六月到九月，这三个月，新移民不好找工作。 秋季开始，

工作好找些了。可是四野已是落叶满地。几十年前的一位加

拿大著名诗人，把自己的祖国形容成一个冰雪之国。加拿大

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在十月份就开始雪花飘舞，秋季只是那枫

叶变红的短暂日子，之后就是漫长的冬季，长达半年。“天

堂”的好职位不多，而且很挤 清楚了找工作的最佳时间和季

节。距离找到一个饭碗还相当遥远，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找

什么样的工作，到什么样的公司去求职呢？去洋人公司好还

是华人公司好？你的工资要求标准是多少？每月是一千加元

，还是每年三万加元？能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吗？一份

普通的仓库搬运杂货这样的体力活，还是临时工，月薪不过

一千多加元，你知道有多少人去求职吗？你知道即使干这种

“有点丢面子”的活，也需要附加上必须拥有叉车驾照吗？

600位大陆电脑专才应聘一个普通职位 以电脑工程师身份来的

大陆技术移民，到加拿大后，如果自己的英语，尤其是口语

好一些的话，再加上确实有工作经验，短则几个月，长则半

年一年，一般都能找到接近自己专业的工作。风水轮流转，

信息通讯技术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计算机专业

人才目前在全球都是最吃香的。 可是正因为对这种专业人才

需求量多，来的这类专才也多，工作职位的竞争也激烈。 BC



一族是温哥华一家小有名气的中文网站，以服务温哥华和BC

省华人为主，所提供的信息相当全面，因此拥有较大点击量

。据该网站负责人介绍，每月的点击量约在十万左右。该网

站由加拿大著名的TELUS电讯公司出资主办。去年9月，该网

站的一批华人技术骨干突然“反水”，拉出队伍要自己另创

品牌。由于需要招兵买马，在本地中文报纸上打了个小广告

，在温哥华地区聘请一位懂市场经营的计算机专才，月薪不

超过三千加元。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收到的求职简历竟

有6百多份，全是大陆来的人。”该网站市场部经理亲口告诉

笔者。他也是一位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移民到加

拿大。“你看了这些简历，心里感到难过，他们当中许多人

在国内的工作背景和经验比我要强多了，可都窝在这里打零

工，有的根本就没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陆精英在这里

浪费着！” 理工专业：一身才华无处“兜售” 学机械、建筑

和其它工科专业的大陆新移民，要在这里找工作，远远不是

移民公司所宣传的那么容易。而地理、化学、物理、医学、

农林牧业和其它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大陆新移民，要找份适合

自己专业的工作，也十分不容易。有些人来几年也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 举四个小例子。 例一.阙先生，大陆福建人。80年

代末从大陆去英国留学，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拿到地质学博

士学位后，于七年前移民来到温哥华。由于学的是冷门专业

，工作并不好找。他及时调整自己，一心一意做保险推销，

几年辛苦和坚持不懈，终于换来成功，目前已经是温哥华最

知名的华人金融保险经纪人之一。从这个例子中，读者不难

看出，即使像阙先生这样的洋博士，在温哥华都难找对口的

工作，何况大陆普通高校的相对更冷门的专业人士。 例二.罗



满，入境定居温哥华至今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对口的建

筑专业，曾在一家中餐馆里打工，最近半年一直在温哥华最

大的一家洋人巧克力厂的流水线上分捡包装各种巧克力产品

。厂方已经告诉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短工们”，一过圣诞

节，巧克力生产的忙碌季节也就结束了，大家都暂时回家歇

着，英语叫layoff，就是中国大陆下岗的意思。不过厂方强调

，凡是在这里工作过的，如果还愿意来，到明年下半年时就

可以回来接着干。 罗满和太太女儿一家三口，租住一间独立

屋的半地下室，买了一辆挺新的二手日本丰田车。女儿已经

七岁，笔者采访时其太太已经怀孕八个多月。“我觉得这样

不错，换换思维方式吧，这样打打工，凭自己的劳动生活，

有什么不好？”他挺坦然地说。 例三.武先生，山东一家高校

机械设计专业毕业生，移民前是济南一家大型公司的设计室

技术科长。来温哥华一年多，也是先走进住处附近一家中餐

馆，打工几个月，心情苦闷至极，“感觉度日如年，你说这

叫什么移民。可算是把我在国内的大好前程彻底毁了。”这

是他在跟笔者抱怨他太太。“他老骂我当初不该逼他当主申

请人。我们三天两头吵。”这是他太太跟笔者抱怨他:“真是

赶鸭子上架。” 小武现在已经走出了中餐馆，在一家洋人公

司里绘图，虽然是份短期的合同工，但也总算找到了一份专

业点的工作，每小时工资10加元。眼下已对环境适应多了，

但夫妻感情已有裂痕。 例四.凌毅，90年代中从福州大学会计

专业毕业，移民前在福州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两年前移民温

哥华，由于不想继续干会计，正在本地一家理工大学读计算

机专业，为将来找热门工作做准备。 文史专业：满脑思想无

从展开 那些在大陆时学的是哲学、政治、中文或英语等社会



人文专业的新移民，要在温哥华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难

度更大。这些学问，在大陆时多少还有些用，可以到学校教

书，可以到政府机关当秘书写报告，可以做记者编辑，也可

以当翻译。可是在温哥华，就没有市场了。 譬如，在中国大

陆是学哲学或政治的，到温哥华的什么公司求职？到学校、

党政机关，还是研究机构？无论是教学还是搞研究，没有这

里的同专业博士学历，很响的名气和地道的英语，教东方哲

学你教不了，教西方哲学你不够格。 如果在中国大陆是学中

文专业的，即使你是中文博士，即使中文已成为温哥华的第

三大应用语言，你也难有用武之地。中文的一般应用，大凡

华人就有办法搞掂。去哪家政府机关或哪家公司当秘书写报

告？人家只要英文的。当然可以教华人子女学中文，不过，

能教中文的华人可是太多了。去报社当记者？OK，有可能，

但最可能让你先当校对，能当校对也就很不错了。温哥华确

实有七八家中文报纸，但多数都是香港或台湾背景，意识形

态的差异，加上两岸三地的中文措辞明显不同，更加上偏见

，人家也难要你。 在温哥华，有大陆人士办的报纸，两三家

大报，三五家小报，不过与港台背景的当地《星岛日报》，

《明报》和《世界日报》相比，影响力太弱，另外这类报纸

人手少得只有三五个人，多的也不过十个八个。这些报纸只

有周报或双周刊，没有彩版，黑白版为主，偶见套红，编排

水平无法恭维。由于广告客户不多，只好用一些没有多少可

读性，或是早在中国大陆某个刊物上发表过的大块文章填版

面，许多消息都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发行量几千份到几万

份不等，一律都是免费赠阅，在一些大商场里随便拿。这样

的报纸，如何雇得起你？ 英语专业：这碗饭也不容易到手 在



中国大陆高校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即使是大陆某一高校的英

语教授，甚至是有著述的英语语言学家，在加国移民官的有

意挑剔下，也很难通过面试。但是如果你学的是英语专业，

后来又干上了记者、编辑、贸易、金融或其它王二麻子专业

，申请被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一旦你能移民来加拿大，

如果你的英语功夫真正了得，那你就真的会有如鱼得水的感

觉。因为当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是三位一体的聋哑瞎残疾人的

时候，你已经浑身是眼了。 可你的英语再好，那种语感也好

不过英语国家里的十几岁的孩子。实际上你也只能先去中餐

馆或车衣厂打工，与此同时，最好是赶快“回炉”，进本地

某家大学重学别的热门专业。有无可能仅凭英语能力高超就

可以在加拿大混好的？完全有可能。如果能交上几百块加元

，加入当地的翻译协会，再考个翻译师执照，可能会有好日

子过，这里的翻译收费可高哩！中译英每个汉字至少20加分

，相当于一个一块五人民币，而且不论多少字的翻译件，起

价最低是40加元。英译中更赚钱，一个英语字母的单词也算

一个词，收费和中文一样！给你举个例子，It is in a big jar，“

东西放在个大罐里”，就这么个句子，翻译一下就可以赚

个big mac，不是吗？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在中国大陆也不

过是七块钱人民币。 有位朋友是学英语专业的。曾在中国大

陆开过翻译公司，到了温哥华也想去翻译公司瞅瞅。那是家

华人翻译公司，让这位朋友试着英译中、中译英地翻译了两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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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寻觅觅，“天堂”里饭碗难

找一年只有150天适合求职 对于大多数大陆精英移民,由于动

身之前大都做过较长时间的物质准备，因此，在抵达加拿大



后的最初几天，几个星期里，都能自行安排好各自的衣食住

行。随后对新移民们生存能力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绝大多数

中国大陆新来的技术移民会陷于困境：不辨东西，难找工作

。用英语清楚地讲出所住地，对周围环境有个基本了解，到

适应这个完全陌生的西方城市，都需要时间。 找工作先要准

备好个人简历，要先去商店买来计算机和打印机，否则你到

哪里去写？你知道标准的英语求职简历怎么写吗？你清楚当

地就业市场的需求吗？你知道什么时候好找工作，应该找什

么样的工作吗？你想找份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可你的工作

经验符合这里的要求吗？还有，你的心理适应能力到底强不

强？这些问题，大部分新移民在入境时并不清楚。 与中国大

陆相同，加拿大也是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即每周五天每天八

小时的工作制。刚落地的新移民并不知道，星期一上午和星

期五下午都不是找工作的适当时间，因为第一个工作日的上

午是各公司企业最紧张的时候，上星期的积压信件和杂务都

要抓紧处理，你这时候去求职，人家烦不烦？最后一个工作

日的下午也不是恰当时候，许多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周末两

天的休闲活动，你这时候去求职，谁还有心跟你多说？ 加拿

大还有个毛病更让急着找工作的人心烦，这就是节假日特别

多。经常是三天连在一起的节日加周末。有人算了一下，一

年365天，一个政府公务员，一年里真正工作的时间只有240

天左右。 一年当中，春秋两季比较好找工作，夏冬两季难找

。夏天在加拿大是黄金季节，时间短，气候好，欧美夏季从

来都是旅游休假季节，连政府机关都缩短了工作时间，大量

公务员也都趁这时旅游。你最好不要这时来温哥华，因为许

多企业老板都携老板娘或一家数口到欧洲或美国了。从六月



到九月，这三个月，新移民不好找工作。 秋季开始，工作好

找些了。可是四野已是落叶满地。几十年前的一位加拿大著

名诗人，把自己的祖国形容成一个冰雪之国。加拿大北方的

大部分地区在十月份就开始雪花飘舞，秋季只是那枫叶变红

的短暂日子，之后就是漫长的冬季，长达半年。“天堂”的

好职位不多，而且很挤 清楚了找工作的最佳时间和季节。距

离找到一个饭碗还相当遥远，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找什么样

的工作，到什么样的公司去求职呢？去洋人公司好还是华人

公司好？你的工资要求标准是多少？每月是一千加元，还是

每年三万加元？能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吗？一份普通的

仓库搬运杂货这样的体力活，还是临时工，月薪不过一千多

加元，你知道有多少人去求职吗？你知道即使干这种“有点

丢面子”的活，也需要附加上必须拥有叉车驾照吗？ 600位大

陆电脑专才应聘一个普通职位 以电脑工程师身份来的大陆技

术移民，到加拿大后，如果自己的英语，尤其是口语好一些

的话，再加上确实有工作经验，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一年

，一般都能找到接近自己专业的工作。风水轮流转，信息通

讯技术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计算机专业人才目

前在全球都是最吃香的。 可是正因为对这种专业人才需求量

多，来的这类专才也多，工作职位的竞争也激烈。 BC一族是

温哥华一家小有名气的中文网站，以服务温哥华和BC省华人

为主，所提供的信息相当全面，因此拥有较大点击量。据该

网站负责人介绍，每月的点击量约在十万左右。该网站由加

拿大著名的TELUS电讯公司出资主办。去年9月，该网站的一

批华人技术骨干突然“反水”，拉出队伍要自己另创品牌。

由于需要招兵买马，在本地中文报纸上打了个小广告，在温



哥华地区聘请一位懂市场经营的计算机专才，月薪不超过三

千加元。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收到的求职简历竟有6百多

份，全是大陆来的人。”该网站市场部经理亲口告诉笔者。

他也是一位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移民到加拿大。

“你看了这些简历，心里感到难过，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国内

的工作背景和经验比我要强多了，可都窝在这里打零工，有

的根本就没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陆精英在这里浪费着

！” 理工专业：一身才华无处“兜售” 学机械、建筑和其它

工科专业的大陆新移民，要在这里找工作，远远不是移民公

司所宣传的那么容易。而地理、化学、物理、医学、农林牧

业和其它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大陆新移民，要找份适合自己专

业的工作，也十分不容易。有些人来几年也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 举四个小例子。 例一.阙先生，大陆福建人。80年代末从

大陆去英国留学，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拿到地质学博士学位

后，于七年前移民来到温哥华。由于学的是冷门专业，工作

并不好找。他及时调整自己，一心一意做保险推销，几年辛

苦和坚持不懈，终于换来成功，目前已经是温哥华最知名的

华人金融保险经纪人之一。从这个例子中，读者不难看出，

即使像阙先生这样的洋博士，在温哥华都难找对口的工作，

何况大陆普通高校的相对更冷门的专业人士。 例二.罗满，入

境定居温哥华至今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对口的建筑专业

，曾在一家中餐馆里打工，最近半年一直在温哥华最大的一

家洋人巧克力厂的流水线上分捡包装各种巧克力产品。厂方

已经告诉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短工们”，一过圣诞节，巧

克力生产的忙碌季节也就结束了，大家都暂时回家歇着，英

语叫layoff，就是中国大陆下岗的意思。不过厂方强调，凡是



在这里工作过的，如果还愿意来，到明年下半年时就可以回

来接着干。 罗满和太太女儿一家三口，租住一间独立屋的半

地下室，买了一辆挺新的二手日本丰田车。女儿已经七岁，

笔者采访时其太太已经怀孕八个多月。“我觉得这样不错，

换换思维方式吧，这样打打工，凭自己的劳动生活，有什么

不好？”他挺坦然地说。 例三.武先生，山东一家高校机械设

计专业毕业生，移民前是济南一家大型公司的设计室技术科

长。来温哥华一年多，也是先走进住处附近一家中餐馆，打

工几个月，心情苦闷至极，“感觉度日如年，你说这叫什么

移民。可算是把我在国内的大好前程彻底毁了。”这是他在

跟笔者抱怨他太太。“他老骂我当初不该逼他当主申请人。

我们三天两头吵。”这是他太太跟笔者抱怨他:“真是赶鸭子

上架。” 小武现在已经走出了中餐馆，在一家洋人公司里绘

图，虽然是份短期的合同工，但也总算找到了一份专业点的

工作，每小时工资10加元。眼下已对环境适应多了，但夫妻

感情已有裂痕。 例四.凌毅，90年代中从福州大学会计专业毕

业，移民前在福州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两年前移民温哥华，

由于不想继续干会计，正在本地一家理工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为将来找热门工作做准备。 文史专业：满脑思想无从展开 

那些在大陆时学的是哲学、政治、中文或英语等社会人文专

业的新移民，要在温哥华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难度更大

。这些学问，在大陆时多少还有些用，可以到学校教书，可

以到政府机关当秘书写报告，可以做记者编辑，也可以当翻

译。可是在温哥华，就没有市场了。 譬如，在中国大陆是学

哲学或政治的，到温哥华的什么公司求职？到学校、党政机

关，还是研究机构？无论是教学还是搞研究，没有这里的同



专业博士学历，很响的名气和地道的英语，教东方哲学你教

不了，教西方哲学你不够格。 如果在中国大陆是学中文专业

的，即使你是中文博士，即使中文已成为温哥华的第三大应

用语言，你也难有用武之地。中文的一般应用，大凡华人就

有办法搞掂。去哪家政府机关或哪家公司当秘书写报告？人

家只要英文的。当然可以教华人子女学中文，不过，能教中

文的华人可是太多了。去报社当记者？OK，有可能，但最可

能让你先当校对，能当校对也就很不错了。温哥华确实有七

八家中文报纸，但多数都是香港或台湾背景，意识形态的差

异，加上两岸三地的中文措辞明显不同，更加上偏见，人家

也难要你。 在温哥华，有大陆人士办的报纸，两三家大报，

三五家小报，不过与港台背景的当地《星岛日报》，《明报

》和《世界日报》相比，影响力太弱，另外这类报纸人手少

得只有三五个人，多的也不过十个八个。这些报纸只有周报

或双周刊，没有彩版，黑白版为主，偶见套红，编排水平无

法恭维。由于广告客户不多，只好用一些没有多少可读性，

或是早在中国大陆某个刊物上发表过的大块文章填版面，许

多消息都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发行量几千份到几万份不等

，一律都是免费赠阅，在一些大商场里随便拿。这样的报纸

，如何雇得起你？ 英语专业：这碗饭也不容易到手 在中国大

陆高校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即使是大陆某一高校的英语教授

，甚至是有著述的英语语言学家，在加国移民官的有意挑剔

下，也很难通过面试。但是如果你学的是英语专业，后来又

干上了记者、编辑、贸易、金融或其它王二麻子专业，申请

被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一旦你能移民来加拿大，如果你

的英语功夫真正了得，那你就真的会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因



为当绝大多数新移民都是三位一体的聋哑瞎残疾人的时候，

你已经浑身是眼了。 可你的英语再好，那种语感也好不过英

语国家里的十几岁的孩子。实际上你也只能先去中餐馆或车

衣厂打工，与此同时，最好是赶快“回炉”，进本地某家大

学重学别的热门专业。有无可能仅凭英语能力高超就可以在

加拿大混好的？完全有可能。如果能交上几百块加元，加入

当地的翻译协会，再考个翻译师执照，可能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的翻译收费可高哩！中译英每个汉字至少20加分，相当

于一个一块五人民币，而且不论多少字的翻译件，起价最低

是40加元。英译中更赚钱，一个英语字母的单词也算一个词

，收费和中文一样！给你举个例子，It is in a big jar，“东西放

在个大罐里”，就这么个句子，翻译一下就可以赚个big mac

，不是吗？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在中国大陆也不过是七块

钱人民币。 有位朋友是学英语专业的。曾在中国大陆开过翻

译公司，到了温哥华也想去翻译公司瞅瞅。那是家华人翻译

公司，让这位朋友试着英译中、中译英地翻译了两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