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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說】張哲瑋圓澳洲夢 蘭陽開花 雪梨結果

趨勢巨流河

語言系校友張哲瑋，自大三出國交換到澳洲時，便愛上了這塊土地，經過了幾年的努

力，在澳洲習得一技之長並獲得雇主擔保。在澳洲工作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快意，張

哲瑋透過資料的蒐集，加上他的觀察、判斷，及不斷學習所累積的職場能力，同時間

再進修餐飲管理學位專班，達到了自己的目標。他的經驗，對於想要赴澳打工的同學

來說，實在是非常值得參考的備忘錄，非看不可。 

我畢業於蘭陽校園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現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目前在澳洲擔任咖

啡廳經理。大三那一年，選擇澳洲雪梨作為交換生的城市，這一年內，我盡己所能地

去體驗澳洲人的生活，在過程中漸漸地喜歡上這個地方，於是在澳洲找工作並且定居

的想法深植心中，畢業後即朝這個目標努力，很高興現在得到了許多成果。 

當初會想來澳洲工作的最大目的其實滿單純的，就是為了賺錢（金牛座天性）！ 

2011年時澳幣和新臺幣的幣值比為1:32，比美金還值錢，當時的我在雪梨半工半讀

，每週約工作30小時，短短三個月就存到了10萬元新臺幣，讓我嚐到了甜頭！除了賺

錢，我也很享受當地的環境跟地理條件，比起臺灣，雪梨城市很綠化，有很多公園、

樹木和植物，不時還能看見許多鸚鵡和其他動物在公園出沒，居住環境讓人覺得舒適

。地理條件上，氣候較臺灣乾燥許多，無論是哪個季節都讓人感到非常舒爽；雪梨周

邊有非常多潔淨純白的海灘，對於愛游泳的我來說，簡直是天堂。人文的部份也讓我

驚艷，除了市區以外的地方，大部分澳洲人都很友善和樂於助人，舉例來說，好幾次

我拿著地圖在街上走，甚至在公車上看，時不時就會有路人主動來問我需不需要幫忙

指路，讓我感到窩心。 

雇主擔保　澳洲工作簽證申請必備 

在澳洲申請工作簽證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找到一位雇主，願意擔保我成為他的員工

，並且向澳洲政府申請工作簽證。我目前的工作內容，包括與商品及原物料的廠商接

洽下訂單、制定班表、培訓新進員工、製作每日財務報表以及開支表、存貨控管，當

然還有在外場服務客人及製作咖啡。我在這間咖啡店任職約一年時間，擔任經理職務

約半年，在這之前，我曾在另外一間咖啡廳工作，任職時間約三年半，擔任經理職位

一年。離職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由於澳洲政府移民政策緊縮，導致前任雇主無法提供

擔保，所以我只能另尋他途，尋找可以提供擔保的雇主。 

當然工作簽證不是只要找到雇主願意擔保員工，事情就可以有圓滿的結局了，澳洲移

民局有一份申請工作簽證的職業清單，根據不同職業的特性會有不同的要求及申請門



檻，不只是對僱員有要求，提供擔保的雇主也必須符合擔保資格。在2017年4月以前

，這些門檻都不算太高，直到4月以後，澳洲政府決定階段式修改移民政策，上修申

請門檻，這對我來說無疑是相當大的打擊，無論對於我，或是我當時的雇主來說，意

味著我們將失去申請工作簽證的機會。還好當時我緊盯新聞時事，以及移民政策的各

種細節及走向，才能亡羊補牢，在最後一刻找到了雇主擔保並送出簽證申請。 

關注時事 熟悉法規 打工不吃虧 

身為一位海外工作者，關注當地新聞時事以及法規條令非常重要。當然你不需要時刻

關注著各大版頭條或花邊新聞，但至少可以透過手機查看新聞的標題，再選擇與自己

工作相關或是自己喜歡的新聞進行閱讀，這樣一來，除了讓我們不跟當地人民脫節

，在與客人或是同事交談時，比較容易產生共同話題之外，也能讓對方提起更高的興

趣與我交談。除此之外，追蹤政府政策的走向也是相當重要，尤其在澳洲這個頻頻更

換總理的國家，有些政策總是會倏地出現或消失，有些可能只會衝擊到當地居民，但

若涉及海外工作者，就得儘速掌握與工作有關的相關政策及法令，不然將有很大的可

能被雇主剝削甚至欺騙。 

除了新聞以外，熟悉當地勞資法規是最直接了當的方法。澳洲政府相當重視勞工權益

，凡舉拖薪、欠退休金、時薪低於最低規定等等損害勞工權益的行為，都會採取積極

的措施，除了補足勞工積欠的薪水外，還會給予資方相當高額的罰金，對資方而言將

是得不償失。不過，當勞工不了解當地法規時，就只能成為待宰羔羊，尤其是亞洲的

勞工，天生勤奮努力不抱怨的工作模式，更是資方眼中壓榨的最佳對象。在澳洲的亞

洲勞工常會抱怨，同樣的工作跟職位，為什麼西方人的待遇總是比東方人好，其實說

實話，因為大多西方人懂得維護自身權益，並且會挺身而出對抗資方的非法待遇，相

較東方文化比較溫和謙讓，不喜與人爭，才會導致這樣偏頗的待遇。 

我本身也曾經被資方佔過便宜，所以我會上政府勞工局網站查閱相關法令及細節，找

工作的時候，如果雇主不願意依照政府法規來雇用員工的話，我就選擇尋找其他雇主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認識了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員工，自談話交流中，我漸漸理解

並學習他們的一些文化，基本上就是對自己有自信，勇於爭取合理待遇，所以我會選

擇適當的時機，大約每幾個月或半年，向老闆提出加薪的要求，相較於其他的亞洲同

事，總是靜靜得等待老闆看見自己努力勤奮的樣子，努力工作了一年兩年，薪水卻只

有被微幅調漲過一次，看在我眼裡實在不捨，但也無可奈何，如果自身觀念無法改變

的話，任誰都幫不了你。 

語言能力非必要 工作態度更重要 

也許有些人會有疑問，如果自身英文能力不好的話，會不會在澳洲找不到工作？答案

是不會！其實只要換個角度思考一下，臺灣人會講中文會講台語，但去到中國或是新



加坡等中文語系國家，並不會因為會講中文就能找得到好工作，端賴於個人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態度。自身的語言能力，影響到的是找工作的難易度，以及工作時的順暢度

。語言能力比較不好的人，雖然需要花上額外的時間來補足這個缺口，但是澳洲的雇

主普遍了解大部分員工都是海外人士，英文能力不及英語系國家出生的人，所以不會

太在意英文能力，最主要的還是工作能力以及態度，只要能夠溝通，澳洲雇主都不會

太在意員工的英文能力，不過還是會建議英文程度大概要能在雅思檢定均分5.5或以

上。以我自身為例，雖然在臺灣已經有了英文底子，在日常生活中以英文溝通沒有太

大問題，但是到了職場，還是需要學習很多職場上才會用到的英文詞彙或語句，還要

熟悉澳洲人的口音以及說話方式，熟悉同事們各種國家的英文口音，這些都是在臺灣

都是學不到的，而也都是非英語系國家人士需要克服的問題。 

努力學習 積極進取 澳洲工作不是夢 

很多人對於前往澳洲打工賺錢抱著美好的憧憬，當個背包客，環澳旅遊，把賺到的錢

都變成旅費，這也是非常值得的人生回憶。不過就獲取長期簽證甚至定居，在這裡需

要付出的努力，其實遠比待在台灣工作還要更多。以我個人的經驗，第一年我在咖啡

廳和餐廳同時打兩份工，認識服務業的生態，第二年才有機會學習如何製作咖啡；習

得技巧後，第三年升上店經理的同時，我也報名了餐飲管理的學位專班，每週五天上

班兩天上課的模式，持續了一年直到完成學位；第四年轉移到另一間規模更大的咖啡

廳就職，在這期間，我不轉移跑道，持續地在服務業，尤其在咖啡廳努力學習，將自

身經驗以及實力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才有資格向老闆提出工作簽證的要求。這一

路走來，無論是朋友或是家人，都會問我，如果失敗了怎麼辦？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反問自己，如果因為害怕失敗而不去嘗試，未來的人生該怎麼辦呢？還好我

的努力、積極及不放棄給了最好的答案，也希望這個經歷可以帶給大家一點幫助，勇

敢的往夢想大步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