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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華人與客家人的非洲遷移之路

(1950-2014) 

林嘉琪、李其霖 

摘要 

本文依據非洲華人移民的歷年人數與臺灣的非洲政策，進行客家移民非洲

的歷程書寫，論述 3 個客家移民區段與 2 次回流潮；20 世紀中葉前華人因自身

意願或因國家連年戰禍、生活不穩定等等因素而飄洋過海到非洲，形成第一區

段的移民潮，即契約華工移民。20 世紀中葉，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

國政府因外交目的，籌組農耕隊外援非洲國家，以取得國際支持，臺灣客家人

成為農業外交的重要推手，也連帶成為外交移民的一份子，形成第二波移民潮，

即 20 世紀中葉—外交客家移民。然，因非洲各國內的政治態度轉向傾共，使得

非洲移民出現第一波的回流潮。直至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因國際政經壓力

使南非政府有所開放，藉頒佈多項獎勵法令，誘使臺灣人移民南非，形成第三

波移民潮，即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企業客家移民。爾後因非洲各國局勢動

盪不安，社會治安混亂，南非亦不例外，非洲移民出現第二波的回流潮。 

關鍵詞：非洲客家、客家農耕隊、非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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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write the Africa Policy of R.O.C and 
Hakka Migrants in Africa based on the migrants statistics and Africa Policy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can claim three migration periods and two 
backflow waves. Because of the war and poor living, Chinese labors were move to 
Africa before1950, so called contracted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for the diplomatic purposes, Taiwanese government organized the 
Agricultural Mission and dispatched them to diplomatic allies. Therefore it formatted 
a diplomatic Hakka migration. The first migration backflow wave took place when 
Africa countries started to change their political attitude to P.R.C.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nounced several 
award acts to attract Taiwanese, the third migration wave occurred, so called 
Enterprise Hakka migration. The migration backflow wave took place again because 
of the turbulent phenomenon in Africa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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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華人移居全球的研究繁多，其中已出版者不乏移居非洲的史料1，惟這些非

洲史料均以 20 世紀中葉前為主。隨著客家人2在移居地的成就卓然，全球客家

研究亦在近年蓬勃發展，非洲客家研究亦時有所聞，但獨缺非洲客家發展之總

體研究，蓋因移居者的出、入境單位僅登記國籍，故無客家移民數據可供總體

研究。在此研究限制下，本文僅能在先前的研究基礎上，運用官方檔案、報紙

、雜誌、專書、期刊、研究報告與社團刊物等，整理出非洲政策、華人與客家

大事紀，以僑委會非洲華人人數和客家訪談紀要，加以描繪我國客家族群的非

洲移民歷程和脈絡。據僑務委員會統計（以下簡稱僑委會），民國 37 年起非洲

華人人數已破萬人（見表一），但移居非洲之臺僑人數為全球各洲最少者，如

表二所示；自 2007 年起至 2014 年，每年僅約 1 萬多人。 
以民國 88 年（1999）為例，13 萬 2 千名非洲華人中，居住於南非共和國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者佔最多數，達 4 萬人，模里西斯（Republic of 
Mauritius）次之，約 3 萬人，法屬留尼旺（Réunion）、史瓦濟蘭王國（Swaziland
）3、肯亞共和國等國依序遞減（見表三）。由此可知，華人在非洲的分佈情形

，由於移居國對於移民人口並未統計其族群類別，故雖無法得知客家人口之實

際人口數，但可理解客家人口必然包含於這些華人之中。圖一為非洲 1948-2015
年華人人數增加率，顯示出多個移民波段，成為本文書寫非洲客家移民歷程的

統計依據。非洲客家移民史與政府的非洲政策息息相關，本文企圖藉由我國非

洲政策發展脈絡，並輔以開放式訪談法，2016 至 2017 年間於臺灣和模里西斯

訪問 23 名曾移居（民）非洲的客家人（其中 18 位移民模里西斯客家人），並

依訪訪談內容，描繪客家移民的歷史樣貌。 
本文主要處理華人與客家人的非洲遷移之路線，另外關於華人與客家在非

                                                       
1 陳翰笙（1984；1985）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一輯：中國官文書選輯》及《華工出國史

料匯編--第九輯：非洲華工》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清季華工出國史料 1863-1910》
（呂芳上，1995）；方積根（1986）編《非洲華僑史資料選輯》；李安山（2006）編注《非洲華

僑華人社會史資料選輯》 
2 客家人的起源非本文探究之處，本文所述之客家人概以﹤客家基本法﹥中所述：「一、客家人：

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

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3 於 2018 年 4 月更名為史瓦帝尼王國（Kidom of Eswatini），為符合本文研究段限，仍以史瓦濟

蘭王國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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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遷移後的發展與處境，包括政治參與、經濟參與、勞動、日常生活等，本研

究也進行相關觀察與訪談，但由於本文頁數與探討主題的侷限，此一內容將不

在本文處理，將另行專文探討。

表一  1948-2015 年非洲華人人數（單位：千人） 
民國年別 人數 民國年別 人數

37年底 15 72年底 80 
41年底 31 73年底 74 
42年底 31 74年底 72 
43年底 31 75年底 73 
44年底 33 76年底 74 
45年底 33 77年底 90 
46年底 -- 78年底 92 
47年底 33 79年底 99 
48年底 38 80年底 84 
49年底 40 81年底 94 
50年底 41 82年底 108
51年底 43 83年底 115
52年底 48 84年底 119
53年底 48 85年底 119
54年底 47 86年底 123
55年底 47 87年底 126
56年底 50 88年底 132
57年底 50 89年底 137
58年底 57 90年底 137
59年底 59 91年底 144
60年底 62 92年底 154
61年底 62 93年底 154
62年底 64 94年底 155
63年底 66 95年底 155 
64年底 68 96年底 219 
65年底 66 97年底 217 
66年底 68 98年底 238 
67年底 74 100年底 249 
68年底 74 101年底 270 
69年底 75 102年底 401 
70年底 77 103年底 466 
71年底 79 104年底 529 

資料來源：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僑務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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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7-2014 年各洲臺灣僑民人數（千人） 
年別 總 計 亞洲 美洲 歐洲 大洋洲 非洲 
2007 1,779 575 1,123 24 46 10
2008 1,773 578 1,112 25 47 11
2009 1,769 579 1,112 30 37 11
2010 1,837 581 1,118 33 38 10
2011 1,795 590 1,122 33 39 11
2012 1,808 593 1,131 34 40 10
2013 1,822 598 1,138 35 41 10
2014 1,837 599 1,146 37 43 10

註：海外臺灣僑民係指從臺灣（即臺澎金馬）移出之僑民及其後代。 
資料來源：行政院僑務委員會，2007-2014 年《僑務統計年報》。 

表三  1999 年底與 2011 年底非洲國家和地區華僑、華人人口數 
國家（地區） 1999 年底 2011 年底 
南非共和國 40,000 110,000 
模里西斯共和國 30,000 30,000 
法屬留尼旺 25,000 30,000 
史瓦濟蘭王國 低於 1,000 -- 
肯亞共和國 低於 1,000 -- 
總計 132,000 250,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 100 年僑務統計年報》。〈臺灣對海外華僑華人的統計

數據〉（2002/04/23）。2017 年 5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116/node119/node158/node851/userobject6ai43484.
html 

 
圖一  非洲 1948-2015 年華人人數增加率 

 
註：增加率＝（(該年海外華人人數－前一年海外華人數)/該年海外華人人數）*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僑務統計年報》。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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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 世紀中葉前的非洲客家移民概述

一、20 世紀中葉前：契約華工移民原因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交通始於漢代，唐宋時期，華人移居國外日多，至明代

更盛。16 世紀時西方國家勢力伸入東南亞各國，改變了東南亞各國的社會性質，

對華人的出國、僑居和工作及社會地位都有影響。鴉片戰爭（1839-1842）後，

中國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由於國內外的矛盾日益尖銳，華人出國的人數

急遽增加，到 19 世紀前半葉，估計總數有百萬人（朱杰勤，2008：5-6）。荷蘭

考古學家德．弗林斯（John de Vos）研究印尼出土的中國陶瓷器得出結論，認

為遠在 2 千年前中國人已漂洋過海踏上印尼國土，有的可能在萬丹定居下來。

如果確是如此，則漢代在印尼已有定居的華僑。漂洋渡海到東南亞的人，以貿

易圖利為目的，但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極少數人有留而不歸的可能性。而後

到了唐宋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更為頻繁，當時兩地往來

是以帆船為主要的交通工具，故須仰賴季風風向，所以兩國商人因等候風向至

隔年才得以返國者很多。東南亞人民亦有留居中國有 5 年、10 年不離開的，甚

至有五世常住於中國者，東南亞方面當然也有久居的華僑，特別在宋代更為明

顯（朱杰勤，2008：8-12）。 
清代乾隆、嘉慶年代以後，中國境內台山、開平、四會一帶的客家人，因

為人口快速成長，耕田所獲也不敷應用，而改向土人（各地民族）租賃土地，

增加收穫。沒幾年時間，就從租賃土地轉變成收購，雖然是公平交易，但還是

引起土人的不滿，造成土客激烈衝突。後來經過廣東巡撫蔣益灃，議令土客聯

合，互易田地，始獲解決；惟赤溪土地澆瘠，不足以容納為數不少的客家人（陳

運棟，1989：33）。官方因此撥款 20 萬兩，再配合地方自籌，分給自願前往各

地墾殖的客家人，然土客互鬪仍時有所聞，圖二為土客互鬪報告書，由英國國

家檔案館收藏。文中指出：

卑縣客民向耕土著田地每年秋收之時土著紳者均欲照數全收若有絲

毫拖欠即行當面聲斥客民畏其富強敢怒而不敢言且有客籍士子在於

恩平入籍應試者又須土著廪生結保客籍廩生不得自行保結土著廪生

恐客籍士子常有搶冒等弊臨塲每多刁難是以年前客民歷與土著控爭

廩保奉

憲審斷永遠不准客廩保結遂玫客民懷恨成仇迨至咸豐四年土匪滋事

肇郡失守卑縣土客各村團練勇壯客民因志民梁丑喜對時為匪遂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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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均屬匪徒即藉幫同官兵剿捕之名乘機報復前嫌致成互鬪是本案起

衅之緣由也 

民國成立後，客家人從山地往平原，從平原向都市發展，其後遷移到海外

各地，也是以這一時期為其交點（陳運棟，1989：34）。 
 

 
 

圖二  土客互鬪報告書全幅（1856） 
資料來源：英國國家檔案館（FO 931/346，林嘉琪翻攝於 2016/11/21）。 
 

中國與戰亂有關的大型移民潮有兩個階段：明初至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

（1368 至 1850）及太平天國起義至 20 世紀上半葉（1851 至 1949）。明初至太

平天國起義爆發前便有華工移往國外的例子，如 1812 年，英國從福建及廣東得

華工約 2,000 人，流放到聖赫勒拿群島墾荒。1817 年，中國勞工進入模里西斯，

路易港已經有一個被稱為中國營地的居民區。1824 年模里西斯因大力擴展製糖

工業，缺少勞動力，故第一次嘗試進行「契約中國移民」，1829 年，400 名中國

人在模里西斯登陸，模里西斯政府頒布第一道關於引進中國契約勞工的法令，

除模里西斯外，1836 年，大批華工參加修建馬達加斯加島公路。1843 年，法屬

留尼旺總督做出決定，准許引進華工。 
第二階段則是由於清朝對太平天國（1851-1864）起義的鎮壓，戰爭的動盪

也是人口外移的重要推力，無論內地、邊疆，亦或是平原、山區，只要還存在

人口相對稀少的地方，周圍的移民會迅速地加以填補，而海外移民也會因戰爭

而持續移出。1862 年，第一次出現中國人抵達馬達加斯加的記載。1885 年，中

國移往南非的數量逐年增加，南非政府不得不頒布法律，限制移民。1898 年，

中國與非洲關係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正式條約《中國與剛果專章》，該條約明文規

定是《和好通商之約》。此時期有大量的華人移往國外，如在非洲部分地區有華

人設立的學校、寺廟，或是華人設立的報章雜誌，以至於取得華人的選舉權。（葛

劍雄，2005：50、71-72），目前雖無官方移民資料直接記載這些移民至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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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為客家人，但根據研究訪談今日在非洲的客家人，部份人的原鄉在梅縣

（Meixian），與圖三中國移民至南非者的原鄉族群相符，故本文推論一定有客

家人在內（Yap and Man，1996：27）。執是故，客家人遷移到非洲，最早可溯

及 16、17 世紀，由歐洲人自梅縣帶至模里西斯、法屬留尼旺和南非等地。 

圖三  中國移民的原鄉族群
資料來源：Ma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27。 

18、19 世紀以後，當時中國處於清代晚期，內部戰爭頻繁，再加上外國勢

力入侵，百姓生活更為困難，因此東南沿海等地，有一部分人向海外移民。此

時的移民者有些以為至海外工作，實則被販賣到東南亞，成為底層勞工，俗稱

「豬仔」，女性則稱為「豬花」，移民至東南亞的華人，部分又輾轉來到非洲。

亦有少數華人直接移居非洲，這些華人多為流犯、釋放犯人，也有小商人、熟

練工匠等（張天，2001：7）。 
1903 年英國作為南非宗主國，為恢復南非的經濟，以復甦德蘭斯瓦爾的礦

業為始，故需從中國或日本引進勞工。當時中國因鴉片戰爭失敗後，無法繼續

閉關自守，並陸續簽訂多項不平等條約，如 1860 訂立的〈中英條約〉、186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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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荷條約〉以及與其他國家在 1861 至 1864 年的條約中即明文規定，各國可

以自由雇用中國工人，成為外國人在中國招工合法化的法律要件。再者，資本

主義勢力深入中國，使舊有的小農經濟日益瓦解，不得不考慮向外求發展，販

賣人口者因而有了商機，地方官吏大多不願也不敢干涉人民出洋做工，因為移

民出洋可減輕因人口過多而產生的糧食不足壓力。上述種種國內外因素，直接

與間接的促成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契約華工移民。（朱杰勤，2008：94；

方積根等，1986：100-106） 

二、20 世紀中葉前：契約華工移民處境 

大英帝國在非洲展開殖民後，因為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以進行開發，就常以

各種手段招納華工前往非洲。客家人最初多從南洋，或別的港口如模里西斯、

加爾各答等地輾轉而來。在客家華僑中流行一句話：「有錢轉（回去）唐山，無

錢番（外洋）過番。」意思是：在外洋發了財，才好回祖國，否則就只好由這

個僑居地轉到別的僑居地去，以賺取較好的生活。不少生計艱難的華僑，懷著

一線希望輾轉「過埠」，客家人（大多是梅縣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從南洋再

移往非洲，非洲的的華人人口因而逐漸增加。（艾周昌，1989：277）此外，在

一封寄給法拉爾（Farrar）南非礦業部長的信函中，提到關於輸入中國勞工的問

題： 
我認為從中國招募華工的來源有二，一是從條約上開放的港口及其周

圍地區，二是從內地。…而關於供應勞工的發源地，就我熟悉的有：

條約上開放的商港，從內地到湖北、河南、山西、陝西等省分靠近揚

子流域，遠達漢口地區以及黃河與北京之間的大運河貫穿地區。對中

國南部我曾聽到許多有關的消息，毫無疑問地我認為他們是最好的中

國礦工，來自山西及河北部。他們是一批很強壯的人，並且習慣於類

似南非洲那樣的採礦和氣候（艾周昌，1989：218）。4 

在此書信中提到了送往非洲的中國勞工來源。宋晞《清末華工對南非屈蘭

斯瓦爾金礦開採的貢獻》中收編有華工在南非日常寫真圖像，見圖四至圖六（宋

晞，1974）。 
 

                                                       
4 該信未註明年代，推估為 1903 年。 



62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 第十七期

圖四  清末華工在南非日常生活寫真之一
資料來源：轉引自宋晞（1974；取自《華工信圖》）。 

圖五  清末華工在南非日常生活寫真之二
資料來源：轉引自宋晞（1974；取自《華工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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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南非礦坑工作之清末華工 
資料來源：轉引自宋晞（1974；取自《華工信圖》）。 
 

連續 3 年契約華工人數直線上升，至 1908 年人數開始下降，1910 年僅 305
人。（張天，2008：7-8）（見表七）有 3 項主因造成這樣的劇減：（1）嚴苛的人

身控制與不人道的虐待；（2）華工反抗暴動不斷，且英國國內黨派鬥爭，反對

引進華工派強烈要求廢除這類華工制；（3）1905 年，中國駐南非總領事劉玉麟

到職，成為解決華工問題的外交途徑。南非華工的惡劣處境傳回中國及南非白

人唯恐大量華工移民損害其利益而形成的排華氛圍，使得人口移動的推拉因素

都不復存在，1910 年起即不再有大批華工至南非工作，僅有少數華人移居至非

洲其他國家經商或從事教育工作。以模里西斯為例，1910 年後的華僑人數不斷

上升，概因其社會氛圍較南非對華人友善所致，故華人轉移居至模里西斯，（見

表八）。 

表七  1904-1910 年南非華工人數 
年度 人數 年度 人數 
1904 9,668 1908 21,207
1905 39,952 1909 6,516
1906 51,427 1910 305
1907 49,302   

資料來源：張天（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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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模里西斯 1861-1944 年華僑人數表（1945 年當地政府公佈） 
年別 男 女 共計 男女比率

1861 1,550 2 1,552 775.0 

1871 2,284 3 2,287 761.3 

1881 3,549 9 3,558 394.3 

1891 3,142 9 3,151 349.1 

1901 3,457 58 3,515 59.6 

911 3,313 349 3,662 9.5 

1921 5,233 1,512 6,745 3.5 

1931 6,343 2,580 8,923 2.46 

1944 6,808 
(3,096) 

4,074
(2,893)

10,882
(5,989) 1.67 

註：上表 1944 年華僑人數括號內為生長於當地者，佔總類過半數，照英國政府法令均可取得英

國國籍，因此，此種僑生具有中英兩國雙重國籍。

資料來源：國史館外交部檔案（檔號：020-032104-0010）。  

客家移民非洲的原因已如上所述，包括原鄉的經濟狀況不佳、戰禍、災荒

等項，尤以戰禍是移民非洲的主要原因，如清代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

以及清末各個時期之戰爭等。其後中華民國成立，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

來臺期間都是移民潮的高峰，在此時期的移民海外者，被稱之為「老華僑」、「老

僑」，以廣東客家話和廣東語為主要使用語，20 世紀中後的華僑被稱之為「新

華僑」、「新僑」。本研究依據客家老僑民的口述與文獻的整理，繪製 4 條中國至

非洲的航線圖，即主要由廣東省梅縣移出，部分是廣東順德以及福建和其他各

省者之移出路線：（1）香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印度→非洲；（2）廣州→香

港→印度→非洲；（3）香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非洲；（4）香港→非洲。（圖

七至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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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老僑移民路線 1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八  老僑移民路線 2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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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老僑移民路線 3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十  老僑移民路線 4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由於 1904 年大批華人移民南非造成當地居民的不滿，進而有「華人威脅

（Chinese Threat）」等論調。1910 年後因契約華工引入南非中止，且南非政府

頒布多項禁止令，故華人移居至此者多為獨立移民者，且人數僅數百人（張天，

2008：7-9）。〈南非華僑情況憶述〉為作者葉迅 1942 年曾到南非僑居 20 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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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並記錄在當地僑校擔任教師，與當地僑團互動的經歷。當時南非聯邦

分為杜蘭斯畦省、開省、那旦省、桔河自由邦 4 省。英國殖民主義者於 1860 年

入侵，入侵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用來開發，便用各種手段欺騙華工到南非。

其中以廣東省廣府和客家人最多，他們大多是從南洋、模里西斯、印度的加爾

各答等地輾轉到南非的。這些客家人到達後，經過五同關係（同宗、同學、同

事、同鄉及同好）的援引，人數逐漸增多。到 1946 年，葉迅離開時，南非聯邦

境內華僑約有 3 千多人，若加上南非羅達西亞及粃連葡屬東非華僑約有 1 萬人。

大多居住在約翰尼斯堡以及伊莉莎白港。好望角、東倫敦（East London）、德班

（Durban）、金伯利（Kimbery）等地都有華僑百數人不等（艾周昌，1989）。華

人移居南非的意願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國際形勢變化，南非與臺灣

關係於 1980 年後日益密切才得以恢復（張天，2008：75-81；陳翰笙，1984：
87-93）。 

參、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非洲政策與客家移民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面對國際情勢的轉變，不斷思索新的外交政策，

二戰結束後，當時非洲大陸許多地區脫離歐洲殖民建立新興國家，其後形成冷

戰時期的第三世界勢力。冷戰後期，中共政府與我國當時爭奪於聯合國「中國」

代表權。故為中共政府為拉攏勢力而至非洲新興國家爭取支持；我國政府為鞏

固在聯合國代表權，因此 1960 年初由世界銀行成立赴非訪問團訪問非洲 10 國，

訪問過程中，非洲各國向世界銀行總裁 Eugene R. Black, Sr.提出農業技術援助與

貸款。因當時有非洲新興國家獨立後仍會雇用由殖民國支持的農業機構協助農

業生產。 因此有人與總裁提議此由當時中華民國提供農業技術援助。因臺灣過

去日治職業教育體制完備、農業政策推廣成功等，與 1950 年農業改良成果的優

勢下，我國亦成立非洲農業訪問團而在受當地政府注目，紛紛表示希望與我國

農業合作。 
我國農耕隊隊員的甄選，限高農畢業者，考試科目有：國文、英文與農業

專業，亦會調查學員是否有其他工作專長，如攝影、語文、開車等。農業專業

除筆試，亦測試農具機操作，未通過者，即便其他考科分數通過，亦無法入選。

甄選項目同時重視「操行成績」，當時我國將農耕隊隊員視為外交門面，若不通

過者，從其考核評語可知一二，如「體健習性差，粗魯欠積極，行動隨便，合

作性有問題。」（金神保，1974：4）客家人的務農經驗、吃苦耐勞、勇於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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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墾的性格，成為農耕隊初期成功的主力5。 

一、20 世紀中葉：外交客家移民 

1960 年底由經濟部、外交部、美援會（經合會前身）、當時農復會及臺灣

省政府農林廳等機構聯繫、推動「先鋒案計畫」（楊西昆，1968）。美國提供三

分之二的資金，實際資金上限為 1,600 萬臺幣；我方則提供除農業外，亦有獸

醫隊、油廠隊、糖廠隊（楊西昆，1968）、竹工隊等，須負擔三分之一的費用，

新臺幣 800 萬（王文隆，2004：22）。以「外交下鄉，農業出洋」為口號，實質

目的為改善非洲友邦國家糧食生產、提高生活品質（楊西昆，1968），實際為我

國爭取到非洲新興國家支持的政治外交目的。

農耕隊駐非是臺灣與非洲合作的一大重點，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團隊，我國

所派出的是非常完整的團隊，包含了技術人員以及農民，不單只有技術指導，

還實際下田耕作，以了解問題之所在。另外也將原物種從臺灣先帶至非洲，實

際測試最適合當地種植之植物，同時與當地政府合作進行開發，更把技術都教

給農民。臺灣農業於當地各國屢屢創造非洲當地農業生產量紀錄，當地政府官

員常會至示範農場參觀，觀後表示對我國農耕隊的讚嘆，香瓜在非洲各地試種

結果受到當地居民喜愛，甚至稱之為「中國蘋果」。在賴比瑞亞及利比亞之農技

援助獲得成功後，我國邀請各國政要、使領參與豐收酒會，藉此宣傳，並說服

非洲其他國家接受我國之援助。此時農技團的成功使我國在國際之間聲名大

噪，就連中南美洲的國家也向我國提出農技的請求，此後更出現助中東農耕隊、

東南亞農耕隊等。

駐史瓦濟蘭農耕隊，即在中央農業技術合作協定之下，在此先後設立了 10
個分團，圖十一為駐史瓦濟蘭農耕隊業務檔案資料。此外，我國大使館另於 1973

5 客家人擅於務農及其在臺灣的集居有其歷史淵源；客家移民從中國至臺灣的歷史可追溯至鄭氏

王朝來臺，閩粵沿海漳州、潮州、嘉應州一帶，才有大批的閩南人及客家人隨之遷移到臺灣。

鄭氏王朝投降後，清廷頒布了對客家移民臺灣的禁令，尤其禁止中國潮州和惠州的客家人渡海

到臺灣。此禁令從 1685 實施至 1791 年，共 106 年，導致臺灣客家人數未能與閩南移民人口相

等。閩南人因為原鄉距離臺灣較近較佔優勢，而粵東客家人來臺較晚，所以處於劣勢狀態。根

據滿清官方的歷史記載，客家人在屏東地區的開墾始於 1686 年，但是實際可能更早就開始。

1688 年（康熙 27 年）時，清廷續遣部隊中有一部隊是由嘉應州徵募的客家兵，人數約有 100
多人，他們在安平、臺南、阿公店服役 4 年後解隊，被安置在濫濫莊（今屏東縣萬丹鄉附近）

從事屯田（陳運棟，1990：28-29；劉還月，2001）。到了 19 世紀末，島上的漢民族人口占大

多數，約 250 萬，其中 25 萬是客家人，而客家人前往東部開發大約是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

初（江運貴，1996：250-252）， 20 世紀中葉後，臺灣客家人成為第一批非洲農業外交的貢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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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展了「手工藝技術團」，協助史瓦濟蘭王國成立國內唯一的國立手工藝訓練

中心（蕭容慧，1990）。 
 

 
圖十一  史瓦濟蘭農耕隊業務檔案資料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管理局。檔號：0063/231.33/0022-0026 

 
1998 年至今，臺史雙方共進行了 19 個合作計畫，包括 2011 年至 2015 年

間的〈史瓦濟蘭職業訓練計畫〉、〈史瓦濟蘭國王乳牛場經營輔導計畫〉；2012
年的〈史瓦濟蘭醫療服務〉，有著常駐醫療人員、巡迴醫療、協助駛經醫院經營

管理、史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與醫療技術轉移主軸等等；2013 年的〈史瓦濟蘭

烏蘇度和下游小農灌溉計畫〉等。（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我國農耕隊

經營方針在前、後期明顯不同。初期希望透過我國精耕細作方式將稻米成為當

地非洲地區主食，但過程中面臨許多農業問題，更重要的是與中共政府外交上

的競爭。因中共政府提供更多金援開發各國基礎建設，導致許多非洲邦交國紛

紛與我國斷交。因此後期我國農耕隊為與中共政府競爭而改變經營模式，採取

多角化模式。目標從產量改變降低成本、多樣化蔬果種植來向當地人民推廣（劉

曉鵬，2005：141）。其當地居民反應也更佳，漸突破過去認為我國農耕隊僅適

合富人的印象。此外，雖然我國農耕隊在推廣出現許多困境，然而當地居民與

農耕隊間亦有持續情誼與影響。如，上伏塔地區有居民仍持續與農耕隊隊員聯

繫、甚至將其子女名字命為隊長英文名，當地亦盡力維持過去農耕隊設計（王

文隆，2012：125-150）。另外，我國於馬達加斯加推廣竹工隊，配合當地盛產

的竹子來教導當地人民生產各式竹器，廣受歡迎而成為重要生產品。對當地影

響深遠（劉曉鵬，20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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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回流臺灣的客家農耕隊隊員回憶，當時至非洲各國的路線有 4：（1）

臺灣→香港→柬埔寨→泰國→沙烏地阿拉伯→羅馬→西班牙→塞內加爾；（2）

臺灣→香港→雅典→維也納→開羅→盧安達；（3）臺灣→香港→曼谷→希臘→
西非；（4）臺灣→香港→印度→賴比瑞亞。（見圖十二至圖十五）隨著農耕隊來

到非洲的客家人，在工作期滿返臺後，有的繼續接下農耕隊的外援工作、有的

定居臺灣、也有人以個人移民的方式，移居非洲；據報導人指出第 1 屆農耕隊

因有保留在臺的公部門工作，故在合約屆滿時，多半返臺定居，並未再接續農

耕隊的下一期工作。第 2 梯的農耕隊合約取消保留條款，故較多人持續任職於

農耕隊。亦有在合約期滿後，以個人名義移民至非洲的客家隊員，多半在其旅

外工作期間便已找好雇主，多半是幫當地的地主看顧農莊，繼續發揮所長。這

些移民非洲的客家人也會呼朋引伴，介紹親友一起移居，也有轉移民至歐洲者。 
 

 
圖十二  新僑移民路線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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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新僑移民路線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十四  新僑移民路線 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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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新僑移民路線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企業客家移民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對華人移民的限制有所放鬆，但歐

洲白人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種族歧視，不歡迎華人移入非洲，使華人移民在非

洲飽受歧視。以南非為例，華人的地位隨著政府政策和國際關係時而改變，1948
年 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ty 上臺後（其不久後開始執行種族隔離法）和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權後，南非華人的處境更顯惡劣。南非於 1950 年訂立族群居住法

（Group Areas Act），將居民分為白人、黑人與包括華人在內的有色人種，限定

居住在不同區域，除此之外華人受教權、作生意的機會和投票權也被限制

（Reporbate，2013）。1949 至 1953 年間還有少量的華人被允許移民至南非，但

南非在 1953 年通過的 Immigrants Regulation Amendment Act，造成僅少數臺灣

人移民至南非。

1970 年代末期，非洲各國因臺灣農耕隊的技術援助，與臺灣關係漸趨友好，

臺灣人民也因農耕隊隊員的返鄉分享，對非洲國家有更多的認識，因著口耳相

傳，不論是退役的農耕隊隊員，或者企業家，愈來愈多臺灣人對非洲產生投資

興趣，其中以南非為最多臺灣客家人移民。南非與中華民國政府也在外交上建

立了友好關係與經濟聯繫後，開始了第二波華人移民至南非，南非政府為了吸

引臺灣投資者，提供各種經濟獎勵和隔離法案的豁免權，備受歡迎的臺灣移民

因此被視為「名譽白人」，表九為 1979 至 2005 年南非臺灣、香港與中國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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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口數。 
許多臺灣企業家開始在南非各處開設紡織場，多在南非近原住民區的鄉村

地區設立紡織廠和服裝製作工廠，提供當地居民許多工作機會，延緩黑人移往

城市的速度，這也是南非政府所希望的，尤其是設在 Transkei、Bophuthatswana、

Ciskei 和 Venda 這 4 個原住民區及其邊緣地帶（Reporbate，2013）。到了 1980
年代初期，南非政府還豁免於一些適用於其他非白人人種的歧視法案。但這也

導致在隔離政策於 1990 年代初期結束時，華人的法律地位處在夾縫般的灰色地

帶，他們常和白人綁在一起，但並非享有完全同樣的權利，卻也無法取得之後

隔離主義提供給非白人的補償（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8）。 

表九  南非兩岸三地華人移民人口（1979-2005） 
年別 合計 臺灣 大陸 香港 年別 合計 臺灣 大陸 香港 
總計 15,982 9,597 4,415 1,970 1992 1,969 986 222 761 
1979 10 2 - 8 1993 2,293 1,471 409 413 
1980 7 2 - 5 1994 914 584 264 66 
1981 1 - - 1 1995 415 247 110 56 
1982 4 4 - - 1996 426 244 158 24 
1983 7 2 - 5 1997 391 182 180 29 
1984 1 1 - - 1998 523 329 171 23 
1985 2 2 - - 1999 317 133 178 6 
1986 7 7 - - 2000 527 219 281 27 
1987 148 129 - 19 2001 422 153 254 15 
1988 314 286 - 28 2002 491 127 361 3 
1989 497 460 - 37 2003 731 149 561 21 
1990 1,496 1,382 - 114 2004 708 131 543 34 
1991 2,198 1,959 3 236 2005 1,163 406 718 39 

說  明：1.移民人口以上一個居住地區分。 
2.自 2004 年起香港改列其他亞洲國家，不再單獨列出，故以 1999 年至 2003 年趨勢

估計。 
3.自 2005 年 7 月起南非政府不對外公開各國移民入境之人數，故 2005 年之移民數以

2005 年 1-6 月之資料加以估計。 
4.2005 年後無相關移民人數資料可供揭露。 

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2009：108）。 

1980 和 1990 年代，因航線較為便利，從以往的多點轉機抵達南非，到經

香港轉機 1 次或直飛（圖十六），促使有更多的臺灣企業家移民至南非，還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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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小生意的商人和學生，不過他們主要住在大城市或城鎮，高峰期約有 3 萬臺

灣人在南非，這個時期的臺灣除了經濟利益移民至南非，亦有不少家庭是為了

小孩的教育，這些因教育因素移民南非的臺灣客家人十分重視學校教育，他們

認為南非高等教育屬於英式教育，雖無法移民至英國，但南非成為一個可替代

的選項，因此初來乍到的未成年臺灣人，多先進入華僑學校，再轉讀當地學校，

這也形成爾後第二代成年後移居歐洲的主因，而父母則返回臺灣居住。表十列

出非洲各國中華/華僑學校，表十一列出非洲客家社團。 
1990 年代末期至 21 世紀初期，由於南非與中國建交，許多已取得南非公

民權的臺灣人離開南非，可說是移民回流的第一波。南非日趨嚴格的勞工法、

中國廉價進口品的競爭和升高的犯罪率等均是讓臺灣人返鄉的原因，現在約有

6,000 名臺灣人在南非，也都為南非公民。直到近期，國際的政經壓力使南非有

所開放，外國人只要投資美金 180,100 元，就可取得居留權。在當地住滿 5 年，

即可申請公民身分，使得又有不少新僑以投資身分前往南非，在各區成立臺灣

商會，見表十二和表十三。 
 

 
圖十六  新僑移民路線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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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非洲各國中華學校 
地區 校名 成立時間 

葡屬東非貝拉港 華僑學校 1929 年 
留尼旺聖丹尼 華僑學校 1927 年 

葡屬東飛洛倫索-馬貴斯 中華學校 1936 年 
毛里求斯路易港 中華學校 1941 年 
留尼旺聖路易 中華學校 1943 年 

南非比勒陀利亞 華僑公學 1943 年 9 月 
南非伊莉莎白港 華僑中學 1950 年 

馬達加斯加 
加阿塔拉哈 華僑學校 1951 年 

馬達加斯加 加塔馬塔夫 塔馬塔夫華僑學校 1976 年 
南非約翰內斯堡 華僑學校 1997 年 

馬達加斯加 加多凡堡 華僑學校  
南非自由省 中華學校  

約堡 中華學校  
南非埃滕哈赫 華僑小學  

東倫敦 中華學校  
資料來源：李安山（2000：517-523）、僑委會。非洲各國中華學校，2017 年 0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ocac.gov.tw/OCAC/SubSites/Pages/VDetail.aspx?site=7e595f8b-054a-4a73-8
26f-7f48a802c5d8&nodeid=1064&pid=5959。 

表十一  非洲客家社團一覽表 
所在地 社團名稱 成立年代 備註 

南非 
南部非洲臺灣客屬聯誼會（S.A. 
TAIWANESE HAKKA 
ASSOCIATION） 

1993 年 
南部非洲客屬聯誼會成
立於 1993 年，1998 年時
更名。 

南非 南非客家聯誼會 2005 年  

南非 南非自由省客屬會   

南非 南非中華協會   

模里西斯 模里西斯福祿壽客家聯誼會   

模里西斯 中華中學校友暨附屬青年會 1989 年  

模里西斯 模里西斯客屬會館 1968 年  

肯亞 臺灣商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駐外單位網站連結。〈客家社團名單〉，2017 年 05 月 11 日，取自

http://roc-taiwan.org/portalOfDiplomaticMission_en.html#ALL 



76 客家公共事務學報 第十七期

表十二  非洲臺灣商會名單 1 
商會名 成立時間 會長 電郵

史瓦濟蘭臺灣商會 1997/06 張萬利 dkfong168@yahoo.com.tw 
安哥拉臺灣商會 1988/12/08 吳桂濱

南非大新堡臺灣商會 1998/04/06 姚建雄 sayao99@gmail.com 
南非北開普省臺灣商會 1997/08/02 吳天財

南非自由省臺灣商會 1992/05/01 林憲章 johnny_walker_lin@yahoo.com 
南非那他省臺灣商會 1990/06/30 吳昌峰 frankwu@iafrica.com 
南非豪登省商會 1991/03/05 莊壯謀 sagtcc@gmail.com 
南非東開普省臺灣商會 1998/03/29 孫宗美 suncplusc@worldonline.co.za 
南非開普敦商會 1999/06/13 賴建良 andy@lai.co.za 
南非約堡臺灣商會 1997 季茂春 martinchi21@yahoo.com 
迦納臺灣商會 1997/03 周森林 allanchou88@gmail.com 
烏干達臺灣商會 2001 林政良 jeffjllin@yahoo.com 
馬拉威臺灣商會 1997/05 黃勝一

馬拉威首都臺灣商會 施鴻森 yiyield.twn@gmail.com 
象牙海岸臺灣商會 1997/03 李東明 rainivoryl@gmail.com 
模里西斯臺灣商會 1988/10/19 管世金 varina.koon@stmalogroup.com 
賴索托臺灣商會 1979/10 張銘期 michael@eclat-evergood.twmail.net 
納米比亞臺灣商會 1997/3 李澄原 cylee08@yahoo.com 
註：以上資料為經濟部台商網目前公開的資料，但因會長資訊長久無更新，以上大部分會長已

非現任會長。

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2017 年 05 月 11 日，取自

http://twbusiness.nat.gov.tw/page.do?id=335。 

表十三  非洲臺灣商會名單 2 
商會名 現任會長 電郵

南非豪登省臺灣商會 莊壯謀 sagtcc@gmail.com 
南非約堡臺灣商會 葉人豪 president@jtcca.co.za 
南非自由省臺灣商會 陳韋仲

南非北開普省臺灣商會 吳天財

南非東開普省臺灣商會 李政雄

南非那他省臺灣商會 黃世材

南非大新堡臺灣商會 溫嵐珠 nancy.wen.123@gmail.com 
南非開普敦臺灣商會 林錦華 jtlin0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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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賴索托臺灣商會 鄭惠美  
非洲史瓦濟蘭臺灣商會 馮道揆  
非洲馬拉威臺灣商會 吉正柏 rtm.chi@gmail.com 
非洲馬拉威首都臺灣商會 黃勇豪  
非洲迦納臺灣商會 周森林 allanchou88@gmail.com 
非洲象牙海岸臺灣商會 吳東穎  
非洲模里西斯臺灣商會 李玉申  
非洲烏干達臺灣商會 周庭選  
非洲納米比亞臺灣商會 陳福眾  
非洲坦桑尼亞臺灣商會 黃昱憲  
非洲肯亞臺灣商會 陳發  
非洲馬達加斯加臺灣商會 陳劍豪  
非洲波札那臺灣商會 周榮昌  

資料來源：ATCC 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2017 年 0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atccza.org/#!team/cecw。 

肆、結論 

本文根據非洲華僑文獻、官方統計人數、移民年代、動機和訪談等資料分

析非洲華人與客家人的遷移之路，約可分成 3 個遷移波段：（1）20 世紀中葉前—
契約華工移民；（2）20 世紀中葉—外交客家移民；（3）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
企業客家移民。華人與客家人移至非洲的最高峰，除了 19 世紀初大批華工被殖

民主義者擄掠拐騙，或因自身意願而移居非洲的人數較多外，再來就是中國軍

閥混戰和抗日前後前往非洲的人數較多。這些遷移者大多因國家連年戰禍、生

活不穩定，也有些是為了逃避抽壯丁，或是遭遇災荒饑饉、受生活壓迫等等因

素而飄洋過海抵達非洲，形成第一區段的遷移潮，即 20 世紀中葉前—契約華工

移民。 
20 世紀中葉，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情勢轉變，我國因外交目的，

籌組農耕隊外援非洲國家，以取得國際支持，臺灣客家人成為農業外交的重要

推手，也連帶成為外交移民的一份子，形成第二波移民潮，即 20 世紀中葉—外

交客家移民。然，因非洲各國內的政治態度轉向傾共，影響 20 世紀中葉後的華

人移民人口數；以華人移民大國：南非來說，南非的歐洲白人對大量移民而來

的華人感到威脅，認為這些華人將瓜分其既得利益，南非政府進而頒布多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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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華人的法令，如族群居住法（Group Areas Act），使得非洲移民出現第一波的

回流潮。直至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因國際政經壓力使南非政府有所開放，

藉頒佈多項獎勵法令，誘使臺灣人移民南非，此時期的客家移民轉向技術移民

與投資移民等類型較多，形成第三波移民潮，即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企業

客家移民。爾後因非洲各國局勢動盪不安，社會治安混亂，南非亦不例外，非

洲移民出現第二波的回流潮。 
在三個波段的遷移至非洲和二波的回流潮，華人和客家人在非洲的發展不

論是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對臺灣在全球的角色都有其重要性，此外，移至非洲

的華人和客家人第二代，或回流臺灣，或遷移至英國、澳洲等地，都對臺灣連

結全球扮演著擴散的效果。本文因無法取得歷年實際遷居非洲的客籍人數，而

顯得不足，僅希望以此文拋磚引玉，使非洲的臺灣研究更趨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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