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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申請人 102 年在澳洲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當地有為數可觀的東帝汶客家人

（約 9000 人），這些人的原鄉以大陸梅州為主，因為各種因素陸續移民到東帝

汶，孰料 1975 年印尼入侵東帝汶，當地的華人不堪戰爭所苦，多數二次移民到

澳洲。有鑑於澳洲地廣人稀，無遠弗屆的傳播科技似乎具備連結族群、凝聚認同

的功能，105 年本計畫進一步探討傳播科技在族群不斷的遷徙和移動中扮演的角

色，以資訊科技採用相關研究中最被普遍使用的科技接收模式和計畫行為理論作

為分析工具。在研究方法方面，預計以滾雪球方式蒐集 400 份樣本，發放問卷對

象涵蓋採用和不採用網路社群的東帝汶客家人，希望能完整了解採用者和非採用

者的人口資料、科技接收因素、和科技接收現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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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20 世紀初，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在葡萄牙政府的默許下，陸續移民到東帝汶，

起先多數定居在首都帝力（Dili）西部城市，客家人吃苦耐勞的精神舉世聞名，

安定下來後，開始各種買賣，如縫紉、五金、百貨、理髮等，可以說沒有華人的

到來就沒有東帝汶的商業（安朴，2012）。1950 年代開始，臺灣在帝力設立領事

館，東帝汶的華人小社會就此開始新的歷史時期。臺灣派遣大批教師攜帶教材、

教具等前去，各地華文學校最多的時候有 70 多所，學業優秀的學生會被推薦到

臺灣繼續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各地仍有許多帝汶留臺同學會。雖然好景不長，1975

年印尼佔領東帝汶、臺灣領事館撤離，但當地華人的文字語言被系統性保留下

來，就算後來多數人移居到澳洲避難，帝汶出生的客家人仍然說著流利的客家話

和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因此本研究企圖接續著這樣歷史背景，進一步了解帝

汶客家人，經過澳洲 30-40 年的居住，是否仍然具備客語能力，新興的傳播科技

是否發揮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讓海外客家人不受時空侷限，凝聚在一起？ 

 

二、過程 

申請人 102 年在澳洲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當地有為數可觀的東帝汶客家人

（約 9000 人），這些人的原鄉以大陸梅州為主，因為各種因素陸續移民到東帝

汶，孰料 1975 年印尼入侵東帝汶，一占領就超過 20 年，當地的華人不堪戰爭所

苦，想盡辦法逃往其他國家，多數再次移民到澳洲。因此該計畫聚焦於澳洲東帝

汶客家人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組織分析，以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想像共

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作為理論框架，深度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

法，研究發現在澳洲的東帝汶客家人的想像共同體是一種實體和虛擬社群交錯運

用的產物。研究成果已發表在期刊中：周丹尼、黃靜蓉（2014）東帝汶客家人在

澳洲：社群與網路。《全球客家研究》。2，301-336。 

有鑑於澳洲地廣人稀，無遠弗屆的傳播科技似乎具備連結族群、凝聚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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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105 年本計畫進一步探討傳播科技在族群不斷的遷徙和移動中扮演的角

色，尤其申請人發現有一個臉書（Facebook）社團帝汶佬俱樂部（Timorlo Club）

就吸引 800 多位會員，多數是居住在澳洲的東帝汶客家人。因此本計畫以資訊科

技採用相關研究中最被普遍使用的科技接收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和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為分析工具，主要的假設如下： 

假設一：客家族群認同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態度有正向影響。 

假設二：網路易用性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態度有正向影響。 

假設三：網路有用性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態度有正向影響。 

假設四：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態度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意圖有正向影響。 

假設五：參與客家網路社群之主觀規範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意圖有正向影

響。 

假設六：參與客家網路社群之知覺行為控制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意圖有正向

影響。 

假設七：參與客家網路社群意圖對參與客家網路社群行為有正向影響。 

 

在研究方法方面，立基於 102 年深度訪談蒐集的資料，申請人大略了解這個

族群對於網路社群的使用，進而結合過去文獻，設計出合適的問卷題項。此外，

有鑑於東帝汶客家人群居特定城市和保守的特性，本研究計畫親自前往澳洲墨爾

本進行問卷蒐集，採配額抽樣法（如年齡和性別），以滾雪球方式，預計蒐集 400

份樣本，發放問卷對象涵蓋採用和不採用網路社群的東帝汶客家人，希望能完整

了解採用者和非採用者的人口資料、科技接收因素、和科技接收現況等。 

 

三、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過去客家研究較少聚焦於二次或多次移民的客家族群上，本計畫企圖了解經

歷過多次移民的客家族群，如何建構族群認同，和傳播科技扮演的角色又如何。

尤其申請人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這些經歷多次移民的客家族群，雖然文化上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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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為是客家人，但是國家認同上多傾向以出生地為主（如東帝汶、澳洲），因

此本計畫希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從事多次移民的客家族群研究上。 

 

（二）建議 

這次前往墨爾本拜訪多個帝汶社團，申請人發現帝汶客家人對於公共議題和學術

研究不感興趣，它們參加社團的目的是聯誼、慶生、跳舞等，這樣發現似乎與安

朴所言（2012）海外華人很少參與政治、很少公開表明政治態度的特性不謀而合，

華人圈內部強大的自我穩定力量，造成與當地社會融合性較低、排他性較強的結

果。因此，本研究問卷蒐集進度緩慢，可能得下修預期樣本數。建議未來研究者

不妨採用參與式觀察法或面訪法，以局內人的角度或一對一的方法，或許可以獲

致更佳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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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1. 拜訪客家會照片 

 
拜訪維省客家崇正會長、維省東帝汶中

老年會長和相關成員。 

 
拜訪維省帝汶華人聯誼會副會長和相

關成員。 

 
拜訪移居澳洲的東帝汶客家人。 

 
拜訪維省帝汶留臺同學會長、臺灣僑務

委員和相關成員。 

 
拜訪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長。 

 
拜訪前維省帝汶華人聯誼會正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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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調查照片 

 
維省東帝汶中老年會 

 
維省東帝汶中老年會 

 
維省帝汶華人聯誼會 

 
維省帝汶華人聯誼會 

 
維省帝汶客屬總會 

 
維省帝汶客屬總會 

 
澳洲東帝汶客家民居 

 
澳洲東帝汶客家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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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問卷（共計 3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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