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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說】資傳系校友洪翎凱  加拿大創業築夢

趨勢巨流河

●飛向海外 

我畢業於淡江資訊傳播學系第八屆，曾經是淡江時報的攝影記者，目前在加拿大溫哥

華成立影像公司，在這待了四年多，這次想跟大家分享加拿大工作的經驗。淡江畢業

後經歷了台藝大研究所，在台工作了兩年左右，當時擔任前端工程師一職，後來看到

加拿大有打工度假的方式，想說讓自己出去闖闖看，毅然決然辭去了工作，前往加拿

大工作。在出發前，預先準備了履歷，並把自己的作品陳列在網站上，還沒去過加拿

大的我，看著Google Map上即將前往住宿的地方，心裡想著接下來的一年就要在這邊

度過，卻感覺周遭好荒涼，便有種莫名的擔心。但當來到溫哥華後，漸漸的發現這裡

真是個慢活的地方，而且感覺這個城市才剛要起飛，華人非常多，尤其在Richmond這

個地方，幾乎是個海外小中國，街上的招牌都是中文，我斷定就算不會英文也可以在

此活下去。 

●以專業融入當地 

來溫哥華後，積極的玩了一個月才開始找工作，由於設定不想去餐廳端盤子，即使小

費真的很高，但我還是比較想參與攝影工作，所以開始找攝影的工作。很幸運的，在

兩周內獲得幾家攝影公司的青睞，並決定去了婚禮攝影公司，在台灣有過婚禮攝影經

驗的我，很快的能夠獨當一面拍攝當地的婚禮。這樣的工作在移民為主的加拿大，客

戶來自不同種族，因此華人、東南亞、歐洲、北美、印度、日韓等民族的婚禮都幾乎

拍攝過。在這過程中，透過跟同事或客戶之間的互動關係，都代表著不同文化間交融

、磨合的經驗。在累積一定基礎後，決定離開婚禮公司，與香港友人成立影像公司

，肩膀上扛著的壓力來自於很多事都必須打掉重練，得撐過再一次的磨練。以我在台

灣接案子的經驗來說，我認為攝影師的技術是其次，重要的是跟客戶之間的溝通，懂

得如何安撫好客人，並當朋友般的對待，客人絕對會最好的廣告媒介。 

●休閒與規畫 

溫哥華有很多自然的風景區，冬天滑雪夏天爬山，雖然消費高，但只要努力工作，基

本上就可以擁有不錯消費能力。舉例來說，有位來加拿大打工度假的人，在台灣當咖

啡師領兩萬多的薪水，什麼都不敢花，每個月也存不到錢，但來到這邊後，一樣是當

咖啡師，薪水在本地也不是很高，但他卻能有餘力學會享受生活。他以前在台灣不敢

吃大餐，但在這裡賺的錢跟消費上可以說是等比例，平均每餐約10-15元加幣，現在

卑詩省省最低時薪是12.65元加幣，如果打兩份工，生活條件上可以比台灣好很多。



例如日本餐廳或亞洲餐廳都算是小費高的，或是如果你英文夠好，可以前往應徵白人

的餐廳，小費一天甚至高達好幾百加幣。其實雇主最重視的是海外工作經驗，學歷反

而是其次，我也蠻鼓勵有技術的學弟妹可以前往國外發展，除了傳統認知的各種師字

輩的職業都是高薪外，像是修車、水電工、修繕房屋、建築工甚至是花園打理人員

，這些技術類在國外也非常缺人，而且薪水都比國內高了好幾倍。來到加拿大這幾年

的觀察，他們很尊重每個人的專業，不論是那種技術。 

在外地擴展人際關係最大的方式就是離開你的舒適圈，不要只跟華人玩在一起；其實

本地有各種不同的社團可以學習英文，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活動、像「meet up」這個

網站中有許多的社團，可以讓你去認識加拿大的本地人。常看美國連續劇會增加你多

認識白人文化的幽默感。剛到這邊時，很多情況不是你聽不懂英文，而是你搞不懂他

們的幽默感以及在描述什麼事件，生活化用語在課本上學不到，而美劇是個幫助你學

習的好方法。加拿大是個族群融合的國家，在溫哥華可以認識到不同族群的朋友。 

加拿大打工度假的資訊在網路上相當多，最重要的是要熟悉加拿大政府官網上的資訊

，按照需求和步驟去準備，例如財力證明或其身背背景的資格審查，只要按照規定

，基本上只要一步步做就能成為候選人，等待被加拿大政府選中。而市面上也很多打

工度假代辦的公司，但要謹慎挑選避免遇到詐騙或人蛇集團，多看網路上的評價可以

降低風險。當你決定來加拿大的時候，你要去釐清你的目標是什麼，你要體驗生活還

是有所發展？例如體驗生活，像有個朋友去Banff(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中的度假勝地

城鎮)打工，那邊薪水高、消費時間少，可以在短時間內存大筆錢去其他地方旅遊。 

不過，如果是想繼續留下來加拿大的話，蠻建議還是選擇在溫哥華工作，學習如何跟

雇主打好關係，如果英文不好卻想留下來，那就找個華人雇主建立友好關係，讓人看

到工作的態度與誠意，那能取得工作簽續留加拿大的機率就會大很多。之前認識一個

朋友也想留在加拿大，但他為了加強自己的英文，選擇在Banff上的一間紀念品店

，一段時間下來，的確英文變好、錢也存多，但最終也只能被迫要在簽證結束前離開

。因為相處中有許多的摩擦，而大部分是語文上的誤解，導致老闆最後不願幫忙核發

工作簽證，他必須必須離開加拿大。 

●創業之路 

若想創業的話，在加拿大開公司的註冊方式有三種，分為「獨資」、「合資」以及「

有限公司」，我的公司屬於「有限公司」，其申請手續相對其他兩種是最覆雜的一種

，但優點是「有限公司」最大損失僅限於公司的投資額，不牽扯到個人名下的財產。

另外，「有限公司」的業績規模達到一定額度後，可以享受各種稅務優惠。如果有限

公司有融資需要，公司可以出售股份的方式進行融資。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曾有句名言，「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是確定的，除了死亡和納稅」。當來



到加拿大之後，朋友們說過，在這裡不要惹到海關跟稅務局，如果你得罪他們，他們

會像鬼魂般的追著你。公司的報稅則非常複雜，我選擇專業的會計師來協助處理，甚

至還能幫我節稅。另外，如果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永久居民也可以註冊公司，但會有

諸多限制。因此會建議第一個選擇是和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合作，用加拿大人的住

址來註冊公司。第二選擇是開一個有限公司，其中一名董事必須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永

久居民，而董事並不一定要是股東，也可以不占股份，而這樣的安排可以享受到加拿

大的稅率優惠。另外，有一點非常重要，如果還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就算

開了公司，也不代表可以居住在加拿大，如果想要來加拿大辦工，還是需要簽證才能

入境。有些人會想要以投資移民，這個分為聯邦(國家)和各省兩種選擇，若走聯邦的

方式，個人要有一千萬加幣的淨資產，且要有大專以上學歷和雅思要求，而各省的話

則幾十萬到幾百萬加幣的投資額。投資移民需要有相當財力，而詳細的作法可能要多

了解加拿大政府相關政府的公告。 

創業後，我參加了卑詩省臺灣青年及企業家協會（TYPEABC，以下簡稱青年商會

），青年商會在2002年期間創立，由卑詩省臺灣商會（TCCBC）輔導，而卑詩省臺灣

商會的宗旨是為了強化本地台灣企業在經商的力度和經驗，搭建跟主流企業團體之間

的橋梁，有助於臺灣企業取得在加拿大經商的有利位置，促進商業信息和合作交流

，簡化全球商品與服務的需求和供應。而青年商會同時也是北美臺灣商會及世界臺灣

商會成員之一，其中包括超過52個國家、近100個城市地區，組織成員加起來超過3萬

人。而青年商會最主要創造青年創業家在海外的會員交流平台，提供資訊與商機、促

進合作互助並凝聚經驗與力量。平時的活動包括各種商務論壇、聖誕晚會、新春團拜

等種種活動來相互交流，若有意來加拿大創業，加入青年商會可以有助於事業的發展

。 

如果以體驗人生的目的跟增加語文能力來說，加拿大的確值得一來，即使加拿大西岸

的華人多，但始終是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文化、天氣和生活方式，而親自在這工作

生活和繳稅後，相信大家將會更了解價值觀的差異。海外打工度假著實不易，行前規

劃和準備是絕對必要的，去哪個省份、自己的目標是什麼、獲得經驗、租金、省稅等

都是考慮的範圍，這些準備起來很瑣碎，但經歷過一切後，一定會有無法言語的成長

，千萬不要擔心會遇到困難，因為或多或少會遇到些貴人的幫忙，如果有不順心或想

家，可以回頭去看看當初那些不適應，再來看看現在的自己就會發現，其實自己的想

法跟心態已經都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