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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逐渐出现高学历高失业率的“知识失业”现象，大批受过

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太平洋另一岸

的北美枫叶国也有许多大陆技术移民面临类似的困扰。有人

说，这是全球性的失业问题，也有人抱怨加拿大未能协助新

移民安顿就业，造成人才很难发挥应有的专业才能。本刊将

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提供许多人的找工经验，给刚抵埠的

大陆新移民一个找工作的方向。 王诚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

高材生，毕业之后即在上海一家美商电脑公司工作，待遇及

福利都好，车子、房子、银子、妻子、儿子都有，“五子登

科”的身价，人人称羡。 工作五年下来，王诚和太太存了几

个钱，三年前也随着时兴，一家三口向加拿大申请技术移民

，由于他有电脑专长，移民申请很快即批准下来。他们夫妻

俩辞了工作，向亲友道别，随即踏上旅程，一圆移民梦。 初

到温哥华，王诚一家三口立即被此地迷人的景致所吸引，经

常全家出游。期间，他们买了车子，也租了一间公寓安身，

生活得自由自在。 但和很多大陆技术移民一样，随之而来的

经济问题一一显现，王诚收起了玩心，开始积极找工作。他

首先翻报纸应征，寄了很多履历表，也得到多次面试机会，

但最后总是在英语不流利下，惨遭滑铁卢。 王诚不气馁，洋

人公司找不着，找华人公司也无妨。刚开始，他还很乐观，

但随着寄去的履历件件石沉大海之后，他警觉到事情的严重

性，因为家中的积蓄早已经不容许他再继续漫无目标的耗下



去。 为了有收入，王诚“降格以求”，那些他以往看不起的

行业，例如业务员、推销员、店员、侍应生等，也都成为他

猎取的对象，只是他英语不佳，每一个工作才做了几天，就

遭老板辞退。 王诚的太太眼见危机将至，也积极找机会赚钱

。刚开始做化妆品直销，接着又在家做包子、馒头卖，但总

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够，生意无法顺利推展。 王诚好不容易在

一家华人开设的洗衣店找到工作，但每个月一千元收入，付

了七百五十元的房租，剩下的根本不能糊口，眼见再这样下

去，再过一两个月全家即会有断米断炊之虞，这时夫妻二人

不约而同唱起「不如归去」的调子。 王诚表示，他有电脑专

业，只因英语不通，竟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无限感慨，也非

常懊悔。他常常在想，如果当初他继续留在上海，应该不出

五年，就可以升任经理，挤身百万富翁之列。可惜，这一切

都化成幻影，今后何去何从？一家人还没个准。 从主观条件

来看，多数大陆新移民个人的学经历普遍都相当优秀，他们

离乡背井来到新的定居地也可能都有心融入加国社会，可惜

的是加拿大政府尚未能充分理解新移民就业的问题和症结，

许多地区性的移民服务资源也没有被新移民妥善利用，造成

不少大陆新移民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投闲置散。综括而

言，大陆新移民安顿及就业可能面对的困境包括：语言能力

不足、找工作困难和心理适应力需加强等。 中国新移民就业

问题系列（二） 三十三岁的胡雪燕是学外语出身的，在厦门

一家外资工厂当贸易秘书，收入不错。几次随老板出国洽谈

，见多识广，也起了移民念头。不久，她即只身来温哥华报

到。由于身上没有太多积蓄，报到不久便忙着找工作。 刚开

始，胡雪燕凭着流利的外语，在一家华人经营的玩具店当店



员，但因为薪水不高，又转行当餐厅侍应生，只是侍应生底

薪低，小费又时少时多，没个准儿，不久她又跑去卖家用品

直销，收入更不稳定。 胡雪燕心想，再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靠着朋友介绍，参加一家保险公司的考牌培训计划，

经过密集训练，果然在五个月后开始拉保险。 不过，拉保险

谈何容易，除了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口才也要好。胡雪燕

先从邻居下手，才和邻居讲了几次，竟变成邻居只要看到她

，连忙避开，更甭谈要做生意了。结果一年下来，她只做成

一个生意，还是靠友人替她介绍的新移民。 胡雪燕说，来温

哥华两年间，她曾向许多洋人公司寄去履历表，经常一去就

没有回音。华人商家虽然偶尔愿意聘她，但薪水奇低，一个

月实拿不到一千元，生活过得非常清苦。有时她不禁在想，

若当初不移民加拿大，可能现在也已经在商场上独挡一面了

，似有悔不当初之叹。 许多专家和移民团体已经指出，高学

历群的大陆移民初抵加境在就业方面经常碰壁，所面临的最

大困扰就是他们的学历不被采认，和缺乏加拿大经验。其实

联邦和各省都有移民安顿和就业咨询的服务，可惜不少新移

民不知到这类的机构，或移民服务事项与实际个案有所落差

，无法满足急于工作移民者的需要。 专家建议，新移民对加

拿大的许多情况需努力去适应，譬如大陆人士可能对政府较

不信任，也不习惯申办某些服务，找工作的时候或许较被动

、不能放下身段，或不懂得毛遂自荐等，这类心态都可能形

成寻找就业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就可以发现技术

移民就业艰难的情形不独发生在大陆移民身上，其他地区移

民加拿大的专业人才也经常遇到就业的窄门。从宏观角度看

，九○年代堪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吸纳全球移民的



高峰之一，近年来每年约有二十万名新移民抵埠，这群大多

数来自亚洲地区，普遍较年轻力壮、具备语言能力和学历优

秀的新移民融入加国劳力市场的表现却每况愈下，不但造成

新移民失业率偏高、技术人才浪费、高学历者屈就低阶层工

作等不平衡的现象，而且新移民的收入也远不如加拿大本地

出生人士。 中国新移民就业问题系列（三） 四十岁的王滔是

江苏人，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电视台记者，后来留学日本，

学成后即在日本一家电脑公司担任程序设计员，年薪超过十

万美元。 不过，在日本什么东西都贵，王滔的收入虽然不错

，但他觉得日本地窄人稠，心里总是觉得闷闷的，所以在一

次偶然机会到加拿大观光之后，毅然决定移民加拿大。 王滔

在日本工作十一年，存了一点钱，但一家三口到了温哥华之

后，发现钱只出不进，心里真有点慌了。 王滔的日文不错，

英语则只有看得懂程度，根本不敢脱口说，所以找了好几家

洋人公司应试，都被打了回票。王滔太太则伴随他十多年，

当了多年家庭主妇，唯一的专长就是厨艺。 眼看辛苦存下来

的积蓄就要见底了，王滔真的慌了。这时王太太建议他不妨

从自家开始，先收学生做住宿学生，然后替人做月子，并利

用空房提供短期住宿，闲瑕时更替人接送飞机。有了这些零

零碎碎的收入，王滔的心才放了下来。 王滔表示，移民温哥

华前，从来没有想过移民可以赚大钱，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在这里赚个小钱都有点困难，平时省吃俭用，日子才算过得

去，每每想到这里，真有无限感慨。 王滔也意有所指地说，

此地找工不易，华裔老板看准大家急着找工的心态，薪水压

得奇低。例如他曾到一家传播媒体应徵执行制作，对方竟只

愿提月薪六百元的待遇，车马费及餐费还得自付，他心想这



点钱怎么够用，没想到对方却接着说，如果他不愿意，还有

很多人等着，不怕找不到人。这些话令王滔印象特别深刻。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九十年代上半叶约有一百四十万人移民

加拿大，到了最近几年亚洲已经成为加国最主要的移民来源

地区，中国大陆移民更是选择前来加国发展的国际移民主力

。在这一波亚洲移民浪潮当中，以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四

岁最适合工作贡献社会的人口为骨干，可是他们却刚好碰上

全球化急遽发展、科技和经济快速转型的蜕变时机，而加国

的移民政策、移民安顿和培训计划、企业界对移民潜力的认

知，和本国劳力市场基本上仍然固守旧规，倾向排斥新来乍

到的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新移民在就业方

面便较易沦为弱势地位。这些盘根交错的复杂因素往往对新

移民造成求职时面临的压力，可能是不少新移民找工作困难

、被迫学非所用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新移民就业问题系列四 

除了政府资源以外，卑诗省半公营的国际资历评核服务中心

为移民申请人提供学历审核评估，许多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认

这项评核，目前接受这项服务的客户有六成以上是来自亚洲

地区的新移民。一项调查发现，一九九七年百分之七十三的

受访移民抱怨以前海外的资历在加国没有获承认，造成学非

所用、大材小用或求职碰壁的窘境。 中国大陆人移民来到加

拿大的心路历程，相信与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对加拿

大这块新土地，满怀憧憬和希望。他们在中国大陆时早已听

闻北美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以及种种有关社会安定

和福利优厚等美丽传言，不论这些传言有无夸大之嫌，他们

对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方式都是羡慕和向往的。 拥有上海某

院校工程文凭和国企工作经验的张先生数年前和太太移民来



到加拿大后不久，张先生即很幸运地在列治文一家本地西人

经营的电脑货仓做杂工，由于有一技之长，现在已晋升为技

术部门的行政人员。初时不很灵光的英语，也凭着自己的适

应能力，抛去“不是母语不会学好”的心理障碍，采取多学

多用，现在用英沟通已畅行无阻。 张先生表示，他和太太在

一九九六年移民加拿大前，均抱持着一定程度的期望，例如

在加拿大很快可以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屋，但

是他们抵达温哥华后即察觉，加拿大并非遍地黄金，找工作

固然困难，经济发展情况也不如想象中的发达。 张先生说，

面对现实情势后，他和太太便知道首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

，脚踏实地才行。既然付出了代价毅然举家移民加国，就迎

接挑战，逐步实现移民理想，从没想过要回流。他说，终日

沉浸于不实际的幻想，希望一步登天，等于是浪费自己宝贵

的时间。 张太太则指出，她和丈夫都喜欢加拿大的居住环境

和生活方式，亦了解到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是十全十美的，一

定会有得有失。譬如，中国大陆经济起飞，赚大钱的机会多

过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稳定下来的加拿大。但是相对地，大陆

人口也多，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许多年轻家庭不想下一代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张氏夫妇表示，可能他们都甘于默默耕

耘，认为靠自己努力种出来的果实才会又大又甜，不像有一

些同乡，奢望在美加能够侥幸成功，所以他们现在生活也渐

入佳境、充实而温馨。两人于前年自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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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近年来中国大陆逐渐出现高学历高失业率

的“知识失业”现象，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很难找

到合适的工作。在太平洋另一岸的北美枫叶国也有许多大陆



技术移民面临类似的困扰。有人说，这是全球性的失业问题

，也有人抱怨加拿大未能协助新移民安顿就业，造成人才很

难发挥应有的专业才能。本刊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提供

许多人的找工经验，给刚抵埠的大陆新移民一个找工作的方

向。 王诚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即在上海

一家美商电脑公司工作，待遇及福利都好，车子、房子、银

子、妻子、儿子都有，“五子登科”的身价，人人称羡。 工

作五年下来，王诚和太太存了几个钱，三年前也随着时兴，

一家三口向加拿大申请技术移民，由于他有电脑专长，移民

申请很快即批准下来。他们夫妻俩辞了工作，向亲友道别，

随即踏上旅程，一圆移民梦。 初到温哥华，王诚一家三口立

即被此地迷人的景致所吸引，经常全家出游。期间，他们买

了车子，也租了一间公寓安身，生活得自由自在。 但和很多

大陆技术移民一样，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一一显现，王诚收

起了玩心，开始积极找工作。他首先翻报纸应征，寄了很多

履历表，也得到多次面试机会，但最后总是在英语不流利下

，惨遭滑铁卢。 王诚不气馁，洋人公司找不着，找华人公司

也无妨。刚开始，他还很乐观，但随着寄去的履历件件石沉

大海之后，他警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家中的积蓄早已经

不容许他再继续漫无目标的耗下去。 为了有收入，王诚“降

格以求”，那些他以往看不起的行业，例如业务员、推销员

、店员、侍应生等，也都成为他猎取的对象，只是他英语不

佳，每一个工作才做了几天，就遭老板辞退。 王诚的太太眼

见危机将至，也积极找机会赚钱。刚开始做化妆品直销，接

着又在家做包子、馒头卖，但总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够，生意

无法顺利推展。 王诚好不容易在一家华人开设的洗衣店找到



工作，但每个月一千元收入，付了七百五十元的房租，剩下

的根本不能糊口，眼见再这样下去，再过一两个月全家即会

有断米断炊之虞，这时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唱起「不如归去」

的调子。 王诚表示，他有电脑专业，只因英语不通，竟落得

如此下场，心中无限感慨，也非常懊悔。他常常在想，如果

当初他继续留在上海，应该不出五年，就可以升任经理，挤

身百万富翁之列。可惜，这一切都化成幻影，今后何去何从

？一家人还没个准。 从主观条件来看，多数大陆新移民个人

的学经历普遍都相当优秀，他们离乡背井来到新的定居地也

可能都有心融入加国社会，可惜的是加拿大政府尚未能充分

理解新移民就业的问题和症结，许多地区性的移民服务资源

也没有被新移民妥善利用，造成不少大陆新移民学非所用、

大才小用，或投闲置散。综括而言，大陆新移民安顿及就业

可能面对的困境包括：语言能力不足、找工作困难和心理适

应力需加强等。 中国新移民就业问题系列（二） 三十三岁的

胡雪燕是学外语出身的，在厦门一家外资工厂当贸易秘书，

收入不错。几次随老板出国洽谈，见多识广，也起了移民念

头。不久，她即只身来温哥华报到。由于身上没有太多积蓄

，报到不久便忙着找工作。 刚开始，胡雪燕凭着流利的外语

，在一家华人经营的玩具店当店员，但因为薪水不高，又转

行当餐厅侍应生，只是侍应生底薪低，小费又时少时多，没

个准儿，不久她又跑去卖家用品直销，收入更不稳定。 胡雪

燕心想，再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靠着朋友介绍，参加

一家保险公司的考牌培训计划，经过密集训练，果然在五个

月后开始拉保险。 不过，拉保险谈何容易，除了要有良好的

人际关系，口才也要好。胡雪燕先从邻居下手，才和邻居讲



了几次，竟变成邻居只要看到她，连忙避开，更甭谈要做生

意了。结果一年下来，她只做成一个生意，还是靠友人替她

介绍的新移民。 胡雪燕说，来温哥华两年间，她曾向许多洋

人公司寄去履历表，经常一去就没有回音。华人商家虽然偶

尔愿意聘她，但薪水奇低，一个月实拿不到一千元，生活过

得非常清苦。有时她不禁在想，若当初不移民加拿大，可能

现在也已经在商场上独挡一面了，似有悔不当初之叹。 许多

专家和移民团体已经指出，高学历群的大陆移民初抵加境在

就业方面经常碰壁，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他们的学历不被

采认，和缺乏加拿大经验。其实联邦和各省都有移民安顿和

就业咨询的服务，可惜不少新移民不知到这类的机构，或移

民服务事项与实际个案有所落差，无法满足急于工作移民者

的需要。 专家建议，新移民对加拿大的许多情况需努力去适

应，譬如大陆人士可能对政府较不信任，也不习惯申办某些

服务，找工作的时候或许较被动、不能放下身段，或不懂得

毛遂自荐等，这类心态都可能形成寻找就业的绊脚石。 如果

我们深入探讨，就可以发现技术移民就业艰难的情形不独发

生在大陆移民身上，其他地区移民加拿大的专业人才也经常

遇到就业的窄门。从宏观角度看，九○年代堪称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加拿大吸纳全球移民的高峰之一，近年来每年约有

二十万名新移民抵埠，这群大多数来自亚洲地区，普遍较年

轻力壮、具备语言能力和学历优秀的新移民融入加国劳力市

场的表现却每况愈下，不但造成新移民失业率偏高、技术人

才浪费、高学历者屈就低阶层工作等不平衡的现象，而且新

移民的收入也远不如加拿大本地出生人士。 中国新移民就业

问题系列（三） 四十岁的王滔是江苏人，大学毕业后曾担任



过电视台记者，后来留学日本，学成后即在日本一家电脑公

司担任程序设计员，年薪超过十万美元。 不过，在日本什么

东西都贵，王滔的收入虽然不错，但他觉得日本地窄人稠，

心里总是觉得闷闷的，所以在一次偶然机会到加拿大观光之

后，毅然决定移民加拿大。 王滔在日本工作十一年，存了一

点钱，但一家三口到了温哥华之后，发现钱只出不进，心里

真有点慌了。 王滔的日文不错，英语则只有看得懂程度，根

本不敢脱口说，所以找了好几家洋人公司应试，都被打了回

票。王滔太太则伴随他十多年，当了多年家庭主妇，唯一的

专长就是厨艺。 眼看辛苦存下来的积蓄就要见底了，王滔真

的慌了。这时王太太建议他不妨从自家开始，先收学生做住

宿学生，然后替人做月子，并利用空房提供短期住宿，闲瑕

时更替人接送飞机。有了这些零零碎碎的收入，王滔的心才

放了下来。 王滔表示，移民温哥华前，从来没有想过移民可

以赚大钱，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这里赚个小钱都有点困难

，平时省吃俭用，日子才算过得去，每每想到这里，真有无

限感慨。 王滔也意有所指地说，此地找工不易，华裔老板看

准大家急着找工的心态，薪水压得奇低。例如他曾到一家传

播媒体应徵执行制作，对方竟只愿提月薪六百元的待遇，车

马费及餐费还得自付，他心想这点钱怎么够用，没想到对方

却接着说，如果他不愿意，还有很多人等着，不怕找不到人

。这些话令王滔印象特别深刻。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九十年

代上半叶约有一百四十万人移民加拿大，到了最近几年亚洲

已经成为加国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区，中国大陆移民更是选

择前来加国发展的国际移民主力。在这一波亚洲移民浪潮当

中，以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四岁最适合工作贡献社会的人



口为骨干，可是他们却刚好碰上全球化急遽发展、科技和经

济快速转型的蜕变时机，而加国的移民政策、移民安顿和培

训计划、企业界对移民潜力的认知，和本国劳力市场基本上

仍然固守旧规，倾向排斥新来乍到的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新移民在就业方面便较易沦为弱势地位。这

些盘根交错的复杂因素往往对新移民造成求职时面临的压力

，可能是不少新移民找工作困难、被迫学非所用的结构性原

因。 中国新移民就业问题系列四 除了政府资源以外，卑诗省

半公营的国际资历评核服务中心为移民申请人提供学历审核

评估，许多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认这项评核，目前接受这项服

务的客户有六成以上是来自亚洲地区的新移民。一项调查发

现，一九九七年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访移民抱怨以前海外的资

历在加国没有获承认，造成学非所用、大材小用或求职碰壁

的窘境。 中国大陆人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心路历程，相信与来

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对加拿大这块新土地，满怀憧憬和

希望。他们在中国大陆时早已听闻北美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数

一数二，以及种种有关社会安定和福利优厚等美丽传言，不

论这些传言有无夸大之嫌，他们对加拿大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都是羡慕和向往的。 拥有上海某院校工程文凭和国企工作经

验的张先生数年前和太太移民来到加拿大后不久，张先生即

很幸运地在列治文一家本地西人经营的电脑货仓做杂工，由

于有一技之长，现在已晋升为技术部门的行政人员。初时不

很灵光的英语，也凭着自己的适应能力，抛去“不是母语不

会学好”的心理障碍，采取多学多用，现在用英沟通已畅行

无阻。 张先生表示，他和太太在一九九六年移民加拿大前，

均抱持着一定程度的期望，例如在加拿大很快可以找到待遇



优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屋，但是他们抵达温哥华后即察觉

，加拿大并非遍地黄金，找工作固然困难，经济发展情况也

不如想象中的发达。 张先生说，面对现实情势后，他和太太

便知道首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脚踏实地才行。既然付出

了代价毅然举家移民加国，就迎接挑战，逐步实现移民理想

，从没想过要回流。他说，终日沉浸于不实际的幻想，希望

一步登天，等于是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张太太则指出，她

和丈夫都喜欢加拿大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亦了解到全球

没有一个国家是十全十美的，一定会有得有失。譬如，中国

大陆经济起飞，赚大钱的机会多过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稳定下

来的加拿大。但是相对地，大陆人口也多，人与人之间竞争

激烈，许多年轻家庭不想下一代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张氏夫

妇表示，可能他们都甘于默默耕耘，认为靠自己努力种出来

的果实才会又大又甜，不像有一些同乡，奢望在美加能够侥

幸成功，所以他们现在生活也渐入佳境、充实而温馨。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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