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止香港面對新移民問題，人
們一窩蜂湧向國外，透過婚姻、
投資等形式取得外國居留權，進而落

地生根。正如香港人聽到新移民便皺起眉頭，外國人
對於移民的態度亦有所保留，畢竟大量移民進駐該地會帶
來很多社會問題，確實很難讓人敞開心胸，大方接納。

爆發反移民情緒
據聯合國人口署統計，全球大約有2億「國際移民」，他

們有別於傳統的移民，以前移民是因為社會不穩定、戰爭
等因素而不得不離鄉背井，蕭紅、張愛玲等文學家亦曾因
戰亂落難香港，時勢所迫，移民是無可奈何之事。九七回
歸前夕，不少港人因政治不明朗而遠走他鄉亦屬意料之
內。反觀今日，沒有戰亂、沒有動盪的政局，移民的不是
低收入人士便是富人、精英，如此極端的移民風氣正正反
映平靜背後隱藏了不明朗因素，導致人們不得不「另覓生
機」。
針對近年來大規模的移民潮，各國政府嚴陣以待，加上

全球爆發經濟危機，經濟、就業困難使國民矛頭直指移民
人口，政府為了保障國民利益而修訂移民政策，限制移民
人口。歐美國家的反移民浪潮主要針對非法移民，並指他
們擾亂社會秩序，搶劫、盜竊、行乞屢見不鮮，墨西哥國
民坦言他們不喜歡這些人待在國內。移民現象就好像一條
食物鏈一樣，美國國民不滿墨西哥移民，墨西哥國民亦不
喜歡來自中美洲及南美洲的移民，環環相扣，最惹人厭惡
的永遠是那些來自發展落後國家的移民。即使是合法移
民，但文化差距、在就業市場上互相競爭，國人亦難以坦
然面對。

驅逐移民不惜一切
移民人口愈來愈多，各國政府出盡奇招，收窄移民門

檻。西班牙勞工部長直言西班牙失業人口超過330萬，工
作機會要先讓給本國人，部長對移民人士的態度引起軒然
大波，但也確切道出移民人口增加本國經濟壓力。西班牙
政府多番修改政策，如提高家庭團聚的資格、收緊居留權
及工作許可等，企圖透過法律阻隔移民申請。
而歐盟各國在過去幾個月亦透過不同方法表示對移民人

士的不滿，瑞典選民首次將反移民的右翼政黨「送入」議

會，增加反移民勢力的影響力。英國工人不滿工廠僱用工
資較低的外國人工作，他們包圍工廠並高舉反移民口號，
政府亦限制非歐洲國家移民的上限，提高英語考試的難度
以達到其控制移民人口的目的。法國總統以移民危害公眾
安全及健康為由下令驅趕吉普賽人。丹麥執政黨暗示會削
減移民人士的最低工資至丹麥人最低工資的一半。荷蘭通
過法律將婚姻移民的年齡限制從18歲提高至21歲。
美國亞利桑那州州長推行非法移民新法案，警察只要懷

疑當事人為非法移民，即使沒有法庭拘捕令，也可以進行
盤查甚至採取拘捕行動，眾議員更聯成一線，準備提出
「廢除出生公民權」的議案，數以百萬在美國出生的非法
移民後代將會失去公民權。

國民態度保守
有調查顯示，歐美加地區中，德國、美國、西班牙人特

別關注移民消息，英國、意大利、西班牙人普遍認為國內
太多外國居民，美國、西班牙、意大利人中超過一半認為
國內的移民人口中非法移民佔大多數，而英國是眾多國家
中最憂慮移民問題之國家，加拿大是最開放、最能接受移
民之地方。
雖然歐美國民普遍不歡迎移民，但對於不同地方的移民

態度亦有分別。英國人普遍接受歐洲、澳洲的移民人士，
對印度、巴基斯坦人則較為反感。而倫敦人、年輕人、少
數族裔、外籍人士、大學畢業人士對移民持較開放的態
度。
澳洲人對華人較為寬容，根據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調查結果顯示，有47.3%澳人認為移民太多，
他們最反感來自中東的移民，比較歡迎亞洲移民，10人中
只有1人對中國人持負面看法，而有8.4%的人表示對越南
人有反感，16.4%的人對印度人反感，而最受歡迎的是英
國和希臘移民，只有2.3%受訪者對他們持負面態度。
加拿大是包容力最強的國家，雖然不少加拿大人認為移

民影響求職機會及鄰里關係，但接近2/3加拿大人對移民
持正面看法。加拿大是一個多元社會，包容不同的文化，
因此每年移民加拿大的人高達25萬，這是它最大的特色，
亦是其魅力所在。縱然開放，但移民導致的問題亦不容忽
視，比起接納新文化，近年來加拿大人更傾向文化融和。
相較於亞洲、印度及加勒比移民，加拿大人認為歐洲移民
有助社會發展。

歐美精英也移民
別以為移民潮只限於從東向西移，西方國家雖然社會配

套、福利較為完善，但其發展潛力遠不如中國、印度等國
家，受經濟衰退影響，歐美地區失業率不斷上升，一職難
求。

美國也掀起一陣移民中國的熱
潮，中國富人紛紛往外跑，美國人反倒

指出中國乃「圓夢之地」。
據美國中央通訊社報道，不少美國人在中國駐洛

杉磯領事館前盤踞，目的只有一個──得到定居中國的簽
證，當中包括政府公務員、博士畢業生。何以美國人反而
希望來到中國？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畢業生很難找工作，
大學雖然年年舉行招聘會，但空缺很少，而中國經濟起
飛，需要人才，中國人崇洋的心態亦增加外國人在中國受
聘的機會。
除了移民中國外，歐美精英亦紛紛走向巴西，過去五

年，巴西政府發出的工作簽證暴增，而且大多是美國常青
藤名校畢業的精英。很多人對巴西的印象依然停留在1980
年的債務危機，但近幾年巴西的經濟不斷增長，失業率亦
降至歷史新低。來自世界各地的銀行家、石油主管、律
師、工程師進駐巴西，使其地價不斷上升。巴西經濟發展
迅速，成為新移民大展鴻圖的落腳點。據勞工部統計，巴
西在去年發出的工作簽證增加了三成，其發展潛力吸引成
千上萬的精英來此「淘金」。
歐美掀起移民潮反映出歐美地區並非如外人想像般理

想，當中潛藏很多不隱定因素，導致人才嚴重流失。

益蟲，還是蝗蟲？
香港的新移民被冠以「蝗蟲」，指其對社會無貢獻，白

白耗費政府資源。香港人為了六千元而痛罵新移民或許欠
缺風度，但綜觀世界，歐美各國對移民的態度與香港亦相
差無幾，反抗情緒甚至更強烈。何以各國能接受歐洲移
民，卻不歡迎亞洲人民？歸根究底是社會效益主宰一切，
歐洲移民大多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他們或投資或帶
來技術，有助社會發展，而亞洲人往往只圖利益，認為
「外國的月亮特別圓」，被其教育制度、生活環境、社會保
障所吸引，移民外國未必能為當地帶來社會效益，反而佔
盡福利，自然惹人嫌。
加拿大地廣，每年接納20多萬移民，香港只是一個城

市，比加拿大小很多，但每年尚且接納5萬多名新移民，
成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個城市都會因應人
口而作相應的城市規劃，社會設施、配套不足以負載過剩
人口，當人口與配套不成正比的時候，社會問題接踵而
來，這是人口過剩所帶來的風險。香港人並非歧視新移
民，人們真正在意的是6,000元背後被扭曲的意識形態，
如果人人都以為香港是一個金礦，用盡各種方式取得居港
權，香港將會後患無窮。
移民背後的社會意識不容忽略，當移入這個國家或城市

的時候，你同時亦背負 一份社會責任感，縱然不能改變
社會，但亦有義務為社會盡一分力，使其變得更好。昔日
香港只是一條漁村，是一群新移民支撐香港才有今天享譽
世界的金融地位，一切得來並不容易。坐吃山空，終有一
天會自食其果。昔日的新移民彰顯獅子山下的精神，今日
卻被冠以「蝗蟲」之名，是諷刺，也是價值觀的改變。你
選擇做益蟲還是蝗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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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逐漸回流
海外回流，俗稱海歸。以前，出國讀書亦意味 在國外工作、結婚，長居海外，但近年來出國讀書的人未必終生留

在外地，選擇回國的人愈來愈多，出國讀書不再等於移民。根據美國移民局最新資料顯示，申請普通類工作簽證的僅
有2萬9,000人，不到6萬5,000個名額的一半，移民律師指出，申請工作簽證的人數減少有主觀和客觀因素。主觀是外
國人留美意願減低，雖然有美國居留權，但一旦在中國找到發展機會便立刻回國。客觀因素則是美國經濟不景氣，導
致許多公司不願聘請外籍員工。

華人選擇回國的另一個原因是海外留學經驗使他們在國內較為吃香，找工作較為容易。海歸留學生有時並不比本國
畢業生優勝，但僱主更願意請他們，因為海外留學意味 見識不一樣，看過大世界，視野擴闊了，這些都是不可多得
的經驗，因此留學生回國一般能找到待遇不錯的工作。

據教育部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的留學生有22.9萬人，留學回國達10.8萬人，出國人數雖然比前一年增長了，
但回國人數的升幅更大，顯示出因出國而導致人才流失的問題已慢僈平緩下來。

全球十大最受華人歡迎地方
1. 瑞典
2. 加拿大
3. 新加坡
4. 澳洲
5. 新西蘭
6. 馬來西亞
7. 德國
8. 巴西
9. 美國
10. 英國

（資料來源：新華網）

■歐美國家紛紛制定反移民政策，以保障本國
人的利益。

■各地因移民潮導致專才嚴重流失。

■加拿大

香港政府落實派錢流程，無

論是永久居民或新移民皆享有同等福

利，達到雙贏的局面。但新移民「六千蚊」

落袋，卻有人視之為「蝗蟲」，贏了金錢，卻輸了

尊嚴，不知是否划算？不過，對於香港來說，移民其

實從來都不是新鮮事，不要說自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

經歷多次移民潮，很多內地人士來港，在80年代末至90年

代初也是香港人移民外國的高峰期。今日，香港面對的不

是港人移民外地問題，而是大量新移民湧入香港的憂慮。

而內地引發新一輪移民潮，低收入人士湧入香港，富人

移民外國，各國對移民均持保守態度，究竟移民對

社會發展是好是壞？不同國家又會如何應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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