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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人與台灣認同 
 

●彭琪庭／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博士、台灣綜合研究院和經濟部淨零辦公室

副研究員 

 
 
 

前言 

  最近幾次的總統選舉，臨近投票時，美國飛往台灣的航班，機票總是早早就一掃而

空。乘客除了準備搭機返台過春節的旅外人士，也有很多是專程回台投票的僑胞。而各

大黨總統候選人安排訪美時，也必定將會見當地台僑納入既定行程，爭取與僑社成員能

有更多互動與交流的機會。 

  據統計，目前美國約有三十至六十萬名的台裔美國人和旅美台灣人（例如留學生、

商務人士及其家眷等），其中有民進黨的忠實支持者，也有很多人是國民黨或民眾黨的

支持者。不過，無論是支持民進黨或其他政黨，他們用行動表現對台灣未來關切之心是

不變的。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2023）年7月公布的一份調查，

亞裔美國人多對母國持正面看法，而其中有95％的台裔美國人表示深愛或喜歡台灣，居

所有亞裔族群中比重之最。 

甚麼是台美人 

  簡單地說，「台美人」是指擁有美國居留權或公民權、來自台灣的移民及移民之後

代。目前所知，在美落地生根的台裔已進入第四代移民之列。 

  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全美台裔約十四萬五千人，2010年成長

到二十三萬人，2020年略下降至二十二萬六千人。若再加上留學生、商務人士及其家人

等未取得美國居留權或公民權者，則目前在美台灣人約三十至六十萬人，佔亞裔總人口

數之1％。 

  台美人有超過一半居住在全美九大都會區：洛杉磯、紐約、舊金山、 聖荷西、西雅

圖、華盛頓特區、休士頓、達拉斯、和波士頓。居住在加州／美國西岸者占比超過30％，

人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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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移民史脈絡 

  最早從台灣去美國的暫時性居留者可能出現在清朝，不過目前已不可考。據可信資

料顯示，日治時代約有三十一位從台灣前往美國的暫時性居留者，例如：林茂生博士赴

美就學，並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 

  美國有正式統計台美移民人口統計數據是在1950年以後，因此推斷台美間開始出現

移民現象始於二戰後。從移民推拉理論來看，台美間的移民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移民潮

時段： 

 1. 第一波移民（1945～1964年） 

  在美台灣人人數（包含歸化移民與未歸化者）約一萬兩千名，其中一萬名為留學

生。 

  當時美國因冷戰東西對抗而援助中華民國，此為台灣人赴美留學與移居帶來契機。

而台灣島內戒嚴時期政治肅殺的氛圍、僵固的教育體制、不易的就業環境等則是重要移

民推力。 

 2. 第二波移民（1966～1979年） 

  在美台灣人總人數約有十萬名，其中四萬名為台灣留學生。 

  1965年美國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頒布新移民法案，《哈特—塞勒移民法 

（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是此時台美移民

重要的拉力。 

  此移民新法取消多年來對特定地區國籍，包括亞洲、南歐、東歐等的移民限制

（nationality quota system），使來自亞洲的移民得以合法進入美國並歸化入籍。 

  此外，新法為中國移民開放一年兩萬移民配額的額度。因為當時幾乎沒有從中國大

陸去美國的移居者，而當時從台灣赴美者亦被視為中國移民，因此幾乎都是台灣移民使

用這些配額。 

  1965年的移民改革還開放家庭團聚，及專業技術人士較容易取得居留權與歸化美

國。美蘇冷戰期間，在科技與軍事上的對抗使美國急需大量科學、醫學、工程等人才，

這說明當時台灣赴美留學生大多是就讀理工科。 

  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之際，經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努力奔走爭取下，

1982年美國宣布基於《台灣關係法》，給予台灣移民單獨於中國之外、每年兩萬名的移

民配額。此後FAPA更是扮演斷交後美國與台灣政界溝通的重要管道橋梁之一，積極推動

有利於台灣人的各項美國對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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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移民推力的部分，上述美國對台軍事力量及援助，及島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也

在此階段持續影響台灣人移居美國。 

 3. 第三波移民（1979～迄今） 

  在美台灣人人數約三十萬名，其中二十萬名為留學生。 

  此階段的移民推拉力包括1979年美中（中華民國）斷交引發之政治安全危機；1982

年通過的單獨移民配額；以及1980年代台灣經濟年成長超過8％，躍居亞洲最富有國家之

一。因為台灣經濟實力的崛起，投資經商移民於此時取代早期的赴美留學生，成為台美

移民的主要組成部分。 

  2020年以降，如前所述，在美台灣人超過三十萬人，但留學生卻只剩下約二萬人。 

美國國務院承認台美人為獨立於華裔的亞裔族群之一 

  美國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統計，從2020年起，改以單獨欄位計算台裔人口數。

國務院表示，雖然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國，但台裔填寫人口普查

資料時，於出生地（place of birth）欄位可選擇填寫中國或台灣。美國承認對於出生在台

灣的移民，無論選擇勾選中國或台灣，都是合法的出生地選項。 

政治參與度高 

  台灣移民相較於其他的亞裔移民，更積極於參加美國的選舉政治（ electoral 

politics），包括投票、登記（registration）、擔任聯邦與地方政府公職，以及關心美國對

台政策和台灣的政治。 

  在亞裔參選美國政治尚不普及之時，早期亞裔出任聯邦、州、地方層級公職人員或

民意代表的主要族裔均是來自台灣的移民。例如Lily Lee Chen 1984年獲選為南加州

Monterey Park市長。 

  現在雖亞裔參與美國主流選舉政治之漸長，然以人數僅1％的比例，來自台灣的移民

投入美國選舉政治的現象仍是不成比例的高。例如江俊輝曾任加州財政部長和審計長；

孟昭文是現任紐約州聯邦眾議員；劉雲平是現任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吳弭是現任

麻薩諸塞州波士頓市長；楊安澤是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劉醇逸（John Chun Liu）擔

任2002～2009年紐約市議員及2010～2013年紐約市主計長；薛信夫擔任過紐澤西西溫莎

市市長；楊愛倫是前紐約州聯邦眾議員。 

  此外台裔女性擔任（大學）學校行政職務的比例也高於亞裔之平均水準。 

  除了積極參與美國主流的選舉政治，相較於其他亞裔，台灣移民對母國政治以及美

國對台政策的關注也是相當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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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細分本省或外省背景的台裔，本省籍較外省籍更熱衷於投入台灣同鄉會組織，以

及在美國對台政策上施加影響。儘管如此，不論外省或本省的台裔，與其他亞裔相比，

都積極參與台灣大選。如每次總統大選組團回台投票便是例證之一。 

獨特視角的台灣認同詮釋 

  台美人認同不是一個給定或既定的身分，而是一個形成這樣身分認同的過程

（Taiwanese American is not a given status but a process of becoming）。 

  「對第一代和第二代台裔美國人來說，在異國他鄉生活並成為少數族裔的經歷，往

往讓他們重新思考或重新認識作為台灣人或台裔美國人的意義。」這是今（2023）年北

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年會上的一場關於台灣認同（Taiwanese American As An 

Aesthetic/Academic/Activist Concern）的論壇上與會者所綜整出來的論點。 

  根據美國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Christine 

Lin最近發表的一篇關於台灣認同的文章，台裔接受台灣認同的理由包括：相信台灣人有

自決權、台灣美食、出生地在台灣、祖先的世系與認同為1949年前的台灣、台灣文化

等。而促使那些原本並非總是認同自己是台美人的人，產生台美人身分認同轉變的因素

包括：歸化美國籍、參與台美人組織社團，如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TACL）和台灣同鄉會、對自身家庭、地緣政治與

台灣歷史的知識及教育、或者在中國度過一段時間後，發現台灣和中國間的文化差異。 

  2023年美國亞裔小姐選美比賽皇后張芳瑜的自我認同之旅是個很好的例子。來自台

灣移民二代的張芳瑜向記者表示，自己的認同蛻變旅程啓發於參加台美小姐的選拔。在

準備比賽的途中她慢慢發掘自己台美人意識的成長，並燃起對多元文化的學習與喜愛。

她很開心能以「台灣」（Taiwan）之名參加美國亞裔小姐選拔，向美國主流社會及不同

族裔的人士介紹台灣與台美人，提升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北美的台灣認同研究 

  台灣研究傳統上在美國學術界的分類，屬於中國研究或是區域研究中的東亞研究之

一環。台裔美國人研究傳統的劃分上，則屬於亞美裔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的

一環，是美國研究的範疇。 

  近幾年「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年會試圖以台美人為研究中介，重探或挖

掘台灣人研究（Taiwan studies or Taiwanese studies）的其他可能性。例如，透過台美人

的經驗去挑戰在台灣行之已久的諸如漢人（移民）文化的論述，以及從美國研究學術脈

絡下的關於移民、種族、族群、帝國、殖民、冷戰等討論，把台灣研究與美國研究連結

起來，以台灣／台美人研究去介入或挑戰美國研究的既有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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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台美人是美國亞裔族群的一份子，其積極參與美國選舉政治，關心美國對台政策，

及熱衷於投入台灣大選和政治的特徵使其突出於其他亞裔成員。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台美人的認同不是一個給定或既定的身分，而是一個通過行

動、思考與反思而後形成的過程。FAPA自1980年代起推動給予台灣移民單獨移民配額的

倡議、TACL自1990年代起針對人口普查運動發起 write in campaign、到NATSA這幾年

針對台美人認同的研究都可看出，參加台灣社團、投入台美人運動並發出自身聲音，對

於行塑與提升台美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改變美國對台政策立場等都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 江今葉專電，〈皮尤民調：亞裔美國人多對母國持正面看法 台裔逾9成最高〉，《中

央社》，2023年7月20日，<https://shorturl.at/imRY0>。 

2.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Census Data, <https://tacl.org/censusdata/>.  

3. Pei-te Lien and Jeanette Yih Harvie, Unpacking Chinese America: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ese America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Century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2018/02/01, <https://muse.jhu.edu/article/685880/ 

summary>.  

4. NATSA 2023: Repositioning Taiwan, <https://shorturl.at/pBFJ9>. 

5. Taiwanese in the US insist their identity is not a ‘political choice’— but must be a census 

option, NBC News, 2021/09/25, <https://shorturl.at/iyCMO>. 

6. Christine Lin, The Coalescing of a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and Its Impact on US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Reporting, 2023/09/06, <https://shorturl.at/kCL48>.  

7. My Signature Represents Me: Writing in ‘Taiwanese’ on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TaiwaneseAmerican.org, 2020/05/26, <https://shorturl.at/wyHP1>.  

8. Taiwanese American contestant wins Miss Asia USA, Taiwan News, 2023/11/20,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5043378>. 

9. 彭琪庭，〈北美台灣研究學會與北美的台灣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39卷第2

期，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