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 David移居台灣個案分享 

方式: 依親移民 

工作:自由業 

台灣新住民: David (化名) 

我的妻子是台灣人，婚後我們一直居住在香港，工作、育兒。每年固定幾次到台灣探

訪妻子的親人。 

二十多年來來，每次到台灣總是有新的體驗，覺得這個地方越來越好，不管是人、事、

物，令人覺得自在而舒適。但由於我和妻子已經扎根香港，一直以爲香港會是唯一的

家。 

兩個因素推動移居台灣的念頭 

2020年，我們開始萌生回台灣定居的念頭。 

主要原因是我的岳父、岳母健康情況惡化，妻子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回台灣陪伴他們；

另外一個因素是大陸對香港實施「國安法」，社會頓時動盪，人心惶惶，不少人都希

望尋求到一個免於恐懼的地方生活。 

我是以依親方式申請台灣居留，由於我們當時結婚後，妻子有在戶籍地登記結婚，她

的身份證上配偶一欄有我的資料，所以在遞交申請時，節省不少驗證結婚文件的程序。

因此,大約兩個月，就收到獲准居留的通知。 

2022年初，我們終於來到了台灣。 

初到台灣 

雖然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但很快就適應了。台灣本來就是妻子的家，有很多親人，就

算遇到問題很快就能獲得支援。加上居住環境遠比香港舒適，這裏人口密度較低，生

活步調較慢，但生活機能佳，又有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處處有驚喜，夏天炎熱時可

上阿里山避暑，冬天寒冷時可到墾丁曬太陽，更重要的是，台灣是一個民主地方，擁

有言論自由，公民素質高，這種種的一切對香港人來説，這裏就是人間樂土。此外，

我也認識一些香港新住民，大家偶爾聚聚，都希望在這片土地上，展開更美好的人生

新的篇章。期間我們也參加過，由港人在台舉辦的座談會，邀請陸委會和移民署官員

講解在台居留的相關問題，讓大家了解台灣移民政策的最新情況。 

 



申請定居過程 

不過，從居留到申請定居，到獲批定居，這個等待的過程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即便我

是透過最簡單的「依親」類別。由於我曾在香港四個新聞報紙媒體工作，個別報社有

大陸資金背景，雖然我主跑財經地產新聞，仍擔心會否影響申請定居的審批。期間，

不時有報導指，台灣收緊港人移民審批，例如曾在中資公司工作過，不會獲批，雖然

台灣當局不時公開澄清，但仍無法化解申請者等待的焦慮情緒，畢竟過去兩三年，港

人獲批台灣定居的個案，相比申請人數的比例，較過往顯著下跌。 

不少台灣人，一聽到有大陸背景，便與「間諜」畫上等號，但相信情況並非如此，１

９９７年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給大陸後，香港成為連接大陸與國際的窗口，大量來自

官方或民間的資金，迅速侵入香港各行各業大大小小公司，這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就

我自己的接觸，絕大多數的公司仍是在商言商，就算老闆是大陸背景，也希望公司賺

錢，一般的打工仔上班無非也就是希望把工作做，領個好薪水。 

居住滿一年後，我們提出申請定居，根據網上搜集到的資料，申請依親定居是最簡單

的，依照幾年前的慣例，大約一個月左右會有結果，但現在多了幾道審核的步驟，例

如需要移民署人員安排家訪等等，加上申請個案多，等待安排審查需時。至於需要等

待多久，移民署負責的職員無法給予確切的時間。 

期間又傳出，台灣擬延長居住時間要求，由一年延長至四年，一旦屬實，是否溯及涵

蓋已經在台灣居留，等待審批定居的申請？由於我自己的母親仍在香港，需要不時回

去探望她，一旦延長居留要求，有每年居住日數限制，可能影響我回港探望母親。種

種的不確定性，令等待的過程倍感煎熬，畢竟，要踏出移民這一步絕不容易。 

獲批定居成為新台灣人 

幸運的是經過四個月的等待，終於接到好消息，我的定居獲批，成為正港的台灣人。 

目前在台灣的生活，主要是陪伴妻子照顧岳母（岳父已不幸離世），到台灣各地走走

看看，欣賞美景與美食，進一步了解這個的地方，另外，我與妻子也正在計劃參與一

些慈善公益活動，由於我們之前在香港有參加慈善基金團體，資助有需要的學童和長

者，希望可以承接在香港的經驗，為這個地方出一分力，期待與這片土地一起有更美

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