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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旨是探搞 2000 年以後，出國就讀碩士學成的台灣留學生選擇策

略與動機。相較於上個世紀出國的台灣留學生多半留在他國謀求工作機會或者成

為移民，尤其是美國；新一代的留學生雖然還是最多人前往美國，但前往英國或

加拿大就讀的學生卻大幅下降；反之，前往澳洲、日本與歐洲的學生卻與日俱增。 

 2000 年之後，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和跨國移動成本降低，教育市場逐漸突破

國界而邁向全球化發展。然而在這個時代，台灣對於我國新一代留學生的研究付

之闕如，僅有零星幾篇探討留學生在他國的身心調試與認同的探討，或者探討留

美小留學生現象的研究。但對於大學畢業生為何留學以及出國，並沒有太多的討

論。因此，我對 22 位前往美國、日本、澳洲、英國和歐洲的學生進行深度訪談，

了解他們怎麼在這些不同的國家當中比較並做出選擇。同時，我也區分留在國外

和回國的人，以了解他們的留學軌跡。 

 透過訪談，我認為要理解留學生的留學決策必須將之放在尋求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的策略當中去理解，而象徵資本的形成來自於母國與留學國之

間，國家與個人層級的往來歷史，進而決定了他國的學歷在母國如何被認可或者

是貶低。留學決策機制並不是單純的選擇題，在移民、尋求工作機會或者是回國

三者之間作選擇，而是為了同時最大化在母國或是他國的「象徵資本」，以取得

進入他國市場的「入場券」，同時獲取他國學歷作為「象徵資本」，以便回到母

國後獲取更高社經地位或者轉換跑道的可能。 

 根據研究發現，我認為在 2000 年之後的留學潮流當中，美國文憑由於有上

一代的留美台生回到國內在台灣佔據重要社經地位，而使得美國文憑在台灣挾帶

最大的「象徵資本」。反之，澳洲的文憑由於兩邊交流時間尚短，在台灣並不具

有太強「象徵資本」。多數學生前往澳洲則是因為澳洲的移民政策偏好國內學歷，

且澳洲由於人口尚少，工作機會較高，環境適宜。而日本的學歷則是具備了兩者

的特質：一方面，日本與台灣在私部門和文化上有著長久密切的往來，因此日本

的學歷在台灣有「象徵資本」的光環；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的移民政策放寬，日

本的移民政策同樣偏好本國學歷，因此取得日本學歷對於工作和移民上有著加分

作用。 

 我認為，隨著全球教育市場日漸成形，固然英語系國家的霸權日益增長；



但每個國家的學生選擇留學國的決策機制卻是根據他/她所成長的環境，包括個

人層面上其社會網路所帶給他的社會資本，以及國家層面上其母國與他國的政

經與文化互動歷史，而發展出來對於他國學歷的認知度與評價，也就是「象徵

資本」。透過本研究，除了可以更為了解留學生的動機與軌跡之外，更重要的

是，在這全球化的時代，固然留學可以增進學生的流動性，但在能夠出國和不

能出國的人家，留學所獲取的象徵資本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階級上的不平等。國

家在這場全球教育市場當中，又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將是我在結尾希望提

供意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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