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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数量逐渐
上升并曾占据加拿大年度移民数量的首位。这些移民，其中的大
多数是技术移民，是因有一定教育和工作背景而符合加拿大移民
部甄选条件而能够成功地移民到加拿大的。这些技术移民落地到
加拿大后，寻找一份工作就成了他们的第一要务。这个过程，对
少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顺利和容易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具有不
同程度的艰难和曲折了。本文试图以比较感性的方式展现这个过
程。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有利于中国内地技术移民的申请并导致中
国内地的申请者剧增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那时候中国内
地改革开放已经有相当的历史和广度深度。年轻人从大学毕业，
有的人选择服从国家分配的道路，在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里
工作。有的毕业生从一毕业就不太“安分”，找到一些私企和外
企的工作，称之为“下海”。随着这些下了海的人的精彩生活对
尚在“岸上”（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里工作）的人的吸引力与
日俱增，半路“下海”的人也有相当的规模。当加拿大移民的大
门敞开之后，在移民落地找工作方面，“海里”来的技术移民，
往往比从“岸上”来的技术移民有一定的优势，其中的原因，大
多是因为在私企和外企工作，工作强度要高一些，接触的技术比
较全面，比较新，外企和私企的管理和企业文化与加拿大的企业
也更相近，对英语的掌握程度通常也要好一些。

如果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通常这些技术移民要么会“死
守”信念，非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去，要么会放下架子去找一些与
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体力工作去挣钱糊口，要么会选择进行各种
不同的进修或培训。也有不少的人在坐满“移民监”（加拿大移
民部规定的加入加拿大国籍必须住满的年限）后到美国去寻找工
作机会，更有一些移民会考虑回到中国去寻找机会，他们有的是
在拿到了加拿大国籍之后，有的是为此放弃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
身份。

坚持非自己本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去的移民通常会撑得比较
苦，随着从国内带过来的积蓄的逐渐减少，生活逐渐拮据，物质
和精神上的压力逐渐加大。如果这时候能比较冷静地分析一下自
己找不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而不是盲目
地大量地发简历，就有可能抓住机会从而结束这样的生活。比如
有些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因为简历写得不地道、不合格，导致雇
主收到简历后扫两眼就扔到了一边儿。而盲目大量地发不合格的
简历也会堵死自己的不少宝贵的机会。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无果，
不少人就会不情愿地选择做一些体力工作（内地移民常说的“累
伯工”）。而有些人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寻短见的事例也偶有所
闻。

做“累伯工”，恐怕是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的或
短或长的人生经历。这些工作五花八门，有餐馆，工厂，小公
司，有长期的，有短期的。通常内地移民都是怀着比较低落的心
情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把这样的工作机会视为临时的糊口的手段
而已，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异国接受劳动改造，在受“洋
罪”。当然这样的生活也不总是灰暗的，“累伯工”经历也给不
少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加拿大社会的一个小窗口，接触形形色色不
同国家过来的移民，他们的经历和生活态度往往也能不同程度地
给这些中国内地过来的移民以触动。有些人会对你比较友善，有
些人会对你态度比较恶劣，有些不同国度的移民甚至会把历史
上、政治上的国家间的好恶或隐或现地在工作中体现出来。

加拿大就业市场往往比较强调“加拿大经验”，有不少的
人，因为自己在国内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不被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所
认可和接受，就转而寻找各种培训和进修机会。

有一种严格地说不算是培训和进修，就是“志愿者”机会：
你志愿的在公司里无薪工作，换取“加拿大经验”，有了这个经
验，往往对找专业工作就有一定帮助。有时候雇主也会看好你而
把你留下，你就转成了正式员工，算是找到了工作。当然在加拿
大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且很多机会都是面向刚毕业的年轻
人的。但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加拿大政府是鼓励的，往往提供一
定的资助。

比较正式的培训和进修，有些移民选择全日或非全日到大专
或大学里进修。大专学院的课程的特点是比较面向实际和应用，
往往时间比较短；去大学里再拿一个本科学位或者硕士、博士学
位往往需要漫长得多的时间。内地来的技术移民在选学专业上往
往比较“扎堆儿”：比如2000年以来的IT热导致不少重新走入校
园的人去一窝蜂地都学电脑，有不少女性的内地移民则都去学会
计，后来又有不少人去学护士。近年来虽然这些早期的热门专业
的热度仍在，学习的专业种类也开始多样化起来，渐趋理性。这
些进修和培训，跟在国内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是改专业的比较
多；其次，读本科和大专的比较多，因为目的就是找一个工作，
而不是拿一个高学位。因为你有更高的学位雇主依照法律往往就
需要付给你更高的薪水，当公司经济不好的时候，首先裁掉的往
往是这些有更高学位的。

有一些人在加拿大住满三年加入了加拿大籍后就去了美国去
寻找工作机会，因为毕竟美国的就业市场要比加拿大大得多。往
往美国的雇主也比较少听说要求职者“美国经验”。美国相对高
的收入，很多地方相对低的房价和物价都吸引着中国内地的移
民，一旦在美国找到机会就“乐不思加”。

还有一些移民以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开始回中国。他们有的是
对在加拿大“乐业”的失望，有的是被中国蓬勃的经济发展所吸
引，以图事业上的更高追求。前者往往有觉得未能衣锦还乡反而
灰头土脸而归的顾虑；后者则现实很多。但回归的并不往往成
功，有很多人回国之后最终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加拿大。一方面国
内近些年变化很大，很多方面开始跟国际接轨，求职方面的竞争
激烈程度比在加拿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很多移民已经
习惯了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回国之后对国内的一些习惯和
做法并不能有效地适应驾驭，受到了所谓的“反文化冲击”。

也有一些移民开始自己创业，如，有的做一些搬家，接送的
服务工作，有的盘下如便利店，餐馆这样的小生意，有的搞装修
等等，做得也往往有声有色。

综观加拿大中国内地技术移民的千姿百态的就业现状，他们
从一个背景比较单一和游戏规则比较熟悉的国度到了一个陌生的
国度，求职过程就注定了要有很多挫折和磨难。客观地看，这些
挫折和磨难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技术移民就像从一部机器拆下
来的零部件，如果拿来用到另外一部机器上，除非这两部机器相
似度比较高，遵循相同的标准，否则不匹配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
了。但是移民并不是死的机器部件，他们需要生存而不能躺在备
用零件箱里太久。所以如果有不匹配的现象发生，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对零件进行改造，这当然是痛苦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
些零件自己互相匹配，也许能拼成一些小机器，毕竟加拿大就业
市场并不是只有一台机器在运转，加拿大政府也鼓励自创小企
业。要么就是这些零件去别的地方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或者美
国，或者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加拿大移民部在这方面也许
可以做一些更精细、更有益的工作，也许把握好标准，零件的不
匹配性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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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赴加拿大的技术移民不在少数，这些人在加拿大求职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在简要介绍求职现状的同
时，分析了这些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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