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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打工度假是我國外交部為了讓青少年能與國際接軌並促進國際青少年交流，近

年來積極的推動與其他國家簽訂度假打工協議。外交部於 2004 年開始與友好國家簽

訂協議，目前我國已有與 15 國簽暑青少年打工，包括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加

拿大、德國、韓國、英國…等，各國規定度假打工年齡在 18 至 30 歲，打工者停留

時間大多以 1 年為限。每年可吸引近萬名青少年前來申請，透過外國的文化體驗可

以讓青少年學習到獨立生活的技能以及在陌生環境與不同文化的人一起生活，也可

以與當地人溝通以訓練自身的語言能力以及處理工作問題的能力。 

 

二、研究動機 

 

  每個人都有想出國看看世界的夢想，卻都因為缺乏資金，語言能力不足，沒有

獨自生活的勇氣而怯步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既可以同時賺錢也可以出國玩的方

法。對我們來說，打工度假似乎是一個既可以賺錢也是一個很好訓練語言能力和生

活自理的機會，可是大家似乎都覺得打工度假是一個既可以輕鬆賺錢還可以享受旅

行的事情，但其實不然，因為打工度假雖然有它的優點但也有它的缺點，經濟富裕

的出國注重度假旅遊，有經濟壓力的出國注重打工，例如:當地的物價較高，工作的

階層較低；或者文化上的差異，不過回國之後的收穫有:工作效率的成長，語言能力

的提升。 

 

三、研究目的 

 

(一)比較打工度假的優缺點 

(二)探討打工度假能帶給我們什麼收穫 

(三)比較打工度假究竟值不值得去嘗試 

 

四、研究問題 

 

(一)打工度假帶給我們的收穫為何? 

(二)打工度假的目的何在? 

(三)打工度假值不值得去嘗試? 

 

五、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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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主題與文章結構 

訂定主題、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整理以及訪談經驗者 

結論與解決方案 

 

 

 

 

 

 

貳、正文 

 

一、 打工度假的起源與定義 

 

(一) 打工度假概念起源 

 

  打工渡假的概念源自於以色列在 1990 年代的村落—KIBBUTZ，一個提供探

討打工渡假對台灣年輕人的影響與村民共同擁有和經營村莊的共同體制度，此

種體制最後逐漸發展成年輕人打工渡假的制度，且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

國和德國的青年組成工作團隊協助遭受嚴重破壞的法國農場重建，在 1970 年吸

引歐美的背包客參與此類活動，各地因此漸漸興起打工渡假的風潮。 

 

    (二)打工度假的定義 

 

  「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制度在世界已經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打

工度假計畫意圖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間青年之互動交流與瞭解，申請人之目的

在於度假，打工是為使度假展期而附帶賺取旅遊生活費，並非入境主因（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2010）。「打工度假」不僅有教育上的功能，還有經濟與外交上

的功能（台灣連署資源運籌平蘇台網站）。「打工度假」的精神在度假，「順便」

打工（張瓊方，2011）。「打工度假」的體驗除了基本的審美體驗、娛樂體驗、

教育體驗以及逃離體驗之外，另外尚須加上社交體驗才較為完整（吳家瑋，

2008）。(註一) 

 

二、打工度假的動機 

 

每個人對出國旅遊都有不同想法，像有些人就以金錢為目的，是以長時間

安排或對自己專業能力的挑戰，所決定的目標。又或者是以旅遊為目的，這種

比較偏向於更深入當地的文化以及體驗不同的生活進而留下珍貴的回憶。更多

的是學習言，去充實自己，為的就是與外國人流暢溝通的能力，並且回國後能

讓自己更加輕鬆的獲取相關語言證照，就能在國內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張巧臆（2011）打工度假的動機分別以這幾點來做說明：（一）打工度假動

圖一、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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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個人利益（面臨人生的轉折、漫長假期的安排、回想曾經美好的回憶）及享

受人生的意義(想要接受挑戰、增加自我知識的成長、體驗異國文化與生活)；（二）

打工度假參與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對於工作專業知識的不足、語言能

力的不足）、與人相處上的挑戰（國家文化不同的代人方式、與朋友難以親近)

及工作上的挑戰（角色轉換的期待落差、工作倦怠感的出現；（三）參與後的改

變:個人成長與心態的改變）個人心理上正面的轉變、更能有效的掌握時間、豐

富了人際關係、人生態度的調整、情緒適應、對於環境生態更加注重、更加獨

立）及能力提升（語言能力的精進、工作體驗上的能力獲得）。(註二) 

 

戴佑珊(2005)收集問卷經過統計所得結論如下： 

(一) 澳洲打工度假者其動機強弱程度為刺激、自我成長、理想。 

(二) 澳洲打工度假者其體驗強弱程度為社會文化、心理學習。 

(三) 澳洲打工度假者其效益強弱程度為社交成長、教育成長、心理成長。 

 

吳家瑋(2009)針對有經驗者進行深入訪談所得的結論如下：  

打工度假並不只有單一動機，主要可歸納為「逃離原有生活環境」、「對澳

洲的好奇心」、「學習英語」、「冒險挑戰」以及「自我實現」等五項，每個打工

度假客因為動機的不同，也處在不一樣的旅行生涯階層，打工度假的動機並非

層級而上。打工度假的體驗除了基本的「審美體驗」、「娛樂體驗」、「教育體驗」

與「逃離體驗」之外，另外尚須加上「社交體驗」才較為完整；澳洲當地特殊

的「農場體驗」和「志願服務體驗」則包含在主動參與沉浸其中的「逃避體驗」。

(註一) 

 

三、與台灣簽訂打工度假的國家資料 

 

 

 

 

 

 

 

 

 

 

  

表一、申請門檻 

國家 年齡 人數限制 特別審查 最低時薪 簽證效期 

澳洲 18~30 無限制 無 
澳幣 18.2900 

(約台幣 404.36) 
12 個月 

紐西

蘭 
18~30 600 名 無 

紐西蘭幣 14.75 

(約台幣 301.39) 
12 個月 

韓國 18~30 600 名 無 
韓元 8350 

(約台幣 227) 
12 個月 

加拿

大 
18~35 1000 名 需要 

加拿大幣 9.5~11 

(約台幣 221.88~256.92) 
12 個月 

英國 18~30 1000 名 抽籤 
英鎊 7.50 

(約台幣 306.9)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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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工度假的優勢 

 

澳洲打工度假的優點第一個是可以增加自身的語言能力在與外國人對話的狀況

下能聽懂並且了解他們的口音，在打工度假期間讓自己能長期訓練與外國人溝通的

能力，第二個是可以讓自己可以有更寬闊的眼界，待在台灣 10 幾年了難得有出國打

工的機會為何不讓自己去嘗試看看突破自己的舒適圈這樣一來可以重新認識自己也

可以知道在單獨生活中有很多地方是自己處理不了的要慢慢去熟悉的，第三在澳洲

打工度假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薪資比在台灣的薪資高，打工度假一年回國內可以

存到比在台灣工作一年更多的薪資。(註三) 

 

五、打工度假的劣勢 

 

出國打工度假會遇到的缺點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會無法與家人團聚或處理，雖然

可以用手機與家人視訊聊聊天但還是無法在家人旁一起度過重要的日子，剛開始到

打工度假的國家後最難受的就是孤獨一人沒有家人或朋友陪同，就算交到了在那邊

的朋友但是還是沒有比在台灣的朋友相同的親近感也會默默想念在台灣的家人與朋

友，在國外的伙食花費比在台灣貴了不只一點，通常都要自己去市區的賣場買一個

星期或一個月的時才回家自己烹煮。(註四) 

 

六、打工度假的解決方法 

 

在打工度假遇到的缺點有很多都可以訓練自己的生活技能跟自身的生存技巧，

像是在國外無法陪伴家人度過很多重要的日子，但往好處想我們可以好好的打工賺

錢這樣我們回來後的一年可以再好好的陪伴在家人旁邊，也因為在國外沒有家人的

陪伴回國後一定會更加珍惜與家人想處的時光。還有在國外的店面的食物通常一餐

就會花到一個月的薪資，所以都要去賣場買食材回家烹煮，就算你不會煮任何的食

物可以上網查食譜，看著食譜做久了就會知道如何省錢，出國打工前不會煮任何東

西會慢慢變到會慢慢研發好吃又省錢的食物。(註五) 

 

七、 訪談內容 

 

因我們想更清楚了解打工度假，所以我們想藉由訪問，真正了解曾經去過澳洲

打工度假的陳先生，與我們分享他的親身經驗。經由，訪談陳先生得知，他在澳洲

－伯斯的工廠做包裝的工作，時薪是 22 塊澳幣，許多網路資料以及書面報告都顯示

打工度假賺不到錢，他分享，其實打工度假還是能賺一筆錢回國，像是陳先生個人

結束九個月的打工度假還帶回約二十幾萬台幣，因為它基本上每天的三餐都是去大

賣場買一個禮拜的食材回來自己煮，所以一日三餐都自理，一整天下來基本上都不

會花到錢。澳洲與台灣較為不同的是，在台灣有夜市，有 KTV…之類的夜晚娛樂，

然而這些娛樂都會花錢，但是在澳洲到了夜晚，商店大多數都打烊了，所以晚上時

間到了就是在家休息不會出門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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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人生活步調其實很慢，尤其，在澳洲下班時間是下午的 2 點～3 點，所

以有許多的空閒時間可以運用，根據陳先生敘述，他在澳洲下班後的空閒時間會邊

聽音樂邊喝咖啡，跟朋友談天，偶爾去逛逛大賣場，非常愜意的度過一個下午，周

休二日的話，他會和朋友、鄰居一起去山上的農場烤肉，或是去湖邊釣魚。

 

 

 

對於陳先生而言，當初決定到澳洲去打工度假的目的是，他想換個環境生活看

看，然而打工度假回國後對他來說精神層面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獨立自主，煮飯，

修理水管,，修理車子，視野變得較廣、較國際化，物質層面上的是錢，和些許的語

文能力, 

 

  透過訪談陳先生後得知，在他去澳洲前，有事先詢問有經驗的朋友，也有上網

先做功課了解他所要去的城市。 

 

根據陳先生敘述，在澳洲對於華人的不平等待遇，並不嚴重，只是會有些白人

因語言問題而歧視，但大部分的外國人是不太會有歧視的現象。訪談陳先生得知，

在澳洲黑工的問題非常嚴重，基本上只要是華人開的餐廳，裡面的服務生居多是黑

工（黑工：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時薪只有一點多塊澳幣。 

 

 

 

圖二、陳先生與友人在河邊釣魚（資

料來源：受訪者） 

圖一、陳先生在工廠的包裝工作（資料來

源：受訪者） 

圖三、陳先生與友人去山上農場烤肉（資料來

源：受訪者） 

圖四、陳先生與粉紅湖（資料來

源：受訪者） 



 探討打工度假的利與弊  

6 

 

 

 

 

 

 

 

 

 

 

 

 

參、結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加上陳先生的分享，我得知了打工度假的優勢是，透過打工度假

的經驗能讓一個人更加獨立自主，並且訓練與強迫自己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會自動自發地

去尋找答案。也可以擴展自己的國際觀，去體驗當地的文化和民俗風情，讓自己換個環

境換個心情。在當地也能結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你人生地不熟的時候，能互相

扶持，互相幫助。也能趁著這個機會到澳洲的名勝景點去看看，發現這個世界其實很大，

也很漂亮，讓自己的人生更豐富，更精彩。 

 

至於，打工度假的劣勢，是出國的這段時間在國內等同於無工作紀錄，如果找工作

面試官問起是否有工作紀錄，打工度假的經驗無法算在國內有效的工作經驗，如果要找

到好工作的話，在打工度假期間就要好好的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語言能力的成長，可

以在回國後考取更多的語言證照，這樣的話就可以有更多的工作選擇性。在國外看醫生

是沒健保的所以要去看醫生需要花費一大筆錢，通常他們都會去藥房買藥並不會選擇去

醫院，除非是病情較為嚴重才會去。在國外的餐廳的物價偏高但相較之下台灣的物價偏

低，所以打工度假的人會選擇去大賣場買一個星期的食材回去自己煮，這樣一來不只可

以省下一筆錢也可以增進自己的烹飪技能。 

 

  

圖六：實際訪談有經驗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 

圖五：與陳先生的合照（資

料來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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