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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身份博大霧
美加強審查11國難民

德 國 政 府 在
2015 年 開 放 邊
境，吸引多達 89

萬名難民湧往當地，引
發歐洲難民危機。《德國之

聲》指出，難民是指因戰爭或受
到迫害而逃離家鄉的人，但調查顯示

在這89萬名入境者中，逾一半人其實只
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自願離鄉別井的「經

濟難民」，並不符合難民定義。面對各方批評聲音
下，德國開始收緊審批庇護，法國總統馬克龍亦曾提

出，歐盟必須拒收「經濟難民」。
在德國接收的難民中，最主要是敘利亞人，雖然敘利亞內戰連

連，然而戰火並非波及全國，一些人只是為了更好生活而離國，甚至
在「逃難」後回鄉探訪。阿富汗是第二大難民群體，雖然當地仍有零星戰

火，但根本談不上是戰爭，故德國政府開始遣返庇護申請遭拒的阿富汗人。
其他難民群體包括來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非洲人，他們既非逃避戰亂，也沒有

受到任何迫害，而是出於對德國福利制度的嚮往。《德國之聲》指出，不明白德
國政府為何花費納稅人金錢，為這
些假難民展開耗時的庇護程序，反
映於德國庇護制度存在缺陷。
馬克龍同樣認為需杜絕假難民，

指歐盟可在希臘和意大利等接收難
民較多的國家，建立封閉的收容中
心，為循海路抵歐的難民登記身
份，將經濟難民拒之門外。

●綜合報道

德庇護制度耗時燒錢

收緊審批加強遣返
在澳洲申請難民簽證

的外國人中，大部分來自馬
來西亞，但當中很多是假難民，

他們會先以電子旅遊簽證抵達澳洲，再
申請難民簽證，以求在當地長時間逗留。政

府近年實施新措施，在機場直接阻截這些人士入
境，藉此打擊源源不絕的假難民。多元化事務助理部長

伍德形容，假難民的行為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騙」，他們
在被拒批簽證後，還會通過上訴，以求延長逗留時間。
根據官方數據，近年從馬來西亞入境澳洲申請難民簽證的

人數按年倍增，現已增至約一萬人，而當局對於這些申請的
拒簽率高達98%。在新措施實施後，每周都有約20名
從馬來西亞入境的人士在機場被遣返，總人數佔全
國被拒絕入境所有個案近1/3。
伍德表示，這些馬來西亞人試圖利用澳

洲的簽證法例，獲得政府給予難民簽
證申請人在澳洲工作的權利，
直至完成申請工作，便可
在澳洲長期逗留。
●綜合報道

澳拒簽率高達澳拒簽率高達9898%%

美國不少反對收緊移民政策人士，往往指出非法移民較一
般美國公民犯罪的機會更少，不過實情並非如此。

美64%被捕者屬無證移民
無證移民只佔美國人口7%，但司法部數據顯示，在
2018年所有聯邦執法行動中，多達64%被捕者屬無
證移民，牽涉不同罪行，例如聯邦執法部門處
理的毒品案，24%涉及無證移民，詐騙案則
有28%涉及無證移民。

納稅人亦因非法移民問題受害，
以麻省為例，處理非法移民的
開支，令每個家庭平均每年
花費1,500美元（約1.2
萬港元）。此外，麻
省約5%勞動人口屬無
證移民，搶去一般民眾
的工作機會。因應麻省
議會去年底辯論議案，
讓非法移民更容易繼續留
在州內，關注組織「麻省
移民改革聯盟」共同主席
湯普森便稱，大量無證移
民湧入會導致合法居民失
業，並壓低整體薪酬，又可
能導致僱主選擇聘用較易被

壓榨的非法移民。

易被利用 變滲透施襲渠道
非法移民同時亦引起國家安全隱憂，其中國家情報總監辦公

室轄下的國家反恐中心曾去信國會，提到美國的難民制度很可
能被極端分子利用，變為滲透施襲的渠道，當中包括與敘利亞
恐怖組織有聯繫的人。
負責邊境保安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於「911」恐襲後
成立，負責偵查打擊跨境犯罪。在「911」前，聯邦政府的移
民事務只交由商務部和勞動部負責，直至華府在2003年成立國
土安全部，再下設ICE、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公民及
移民服務局（USCIS）等，顯示美國在反恐脈絡下對移民議題
的規劃，更聚焦移民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

歐盟應用「安全第三國」
前總統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與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

多等中美洲國家，簽訂「安全第三國」協議，規定移民在向美
國申請庇護前，應先向他們到美國前取道的第一個國家提出申
請。雖然協議被批評相當於完全禁止庇護申請，令逃避貧窮、
暴力的移民無法獲得保護，不過「安全第三國」於過往達30年
一直有在歐盟內應用，時至今日，任何向歐盟國家申請庇護人
士，若曾途經非歐盟國家，都會被拒絕進入。
在特朗普政府下，司法部及國土安全部曾質疑不少嘗試進入

美國的難民，並非真正面臨拘禁或殘酷對待的威脅，而僅是「經
濟移民」，試圖濫用或加重美國移民制度的負擔。 ●綜合報道

香港立法會剛於周三通過《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期望堵塞漏洞，防止假難民來港。假

難民問題近年亦困擾不少西方國家，許多申請庇護者往往並非難民，只是希望改善生活的「經濟移

民」，促使多國政府採取措施，限制這些人士入境或申請庇護。美國政府數據更顯示，無證居民經常

捲入毒品、詐騙等嚴重罪行，並有聲音指非法移民往往加重納稅人負擔，上屆政府因而實施「安全第

三國」政策，以阻截非法移民繼續湧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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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
統拜登在競選
期間，承諾推翻前總
統特朗普的強硬移民政策，
結果吸引大量來自拉丁美洲的非
法移民湧往美國，導致包括兒童在內的
大批移民滯留美墨邊境，引發邊境危機。拜登
亦因此備受政治壓力，令他不得不改變態度，早前勸
喻非法移民不要來美。
美國海關今年1月逮捕逾7.5萬名非法移民，數目為10年

來 同

一月份最多，當中不少是拉丁美洲「經濟難民」，他們只為改善生
活而逃離家鄉，並非為了逃避迫害或戰火。由於部分非法移民屬未
成年人士，無法直接被遣返，拜登政府正加快處理這類個案，尋找
更多庇護中心收容他們。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表示，聯邦政府
正在得州和亞利桑那州設立更多兒童庇護中心，正與墨西哥
政府合作，加強墨國收容非法移民家庭的能力。
共和黨人批評拜登試圖改變特朗普的移民政
策，引發今次邊境危機。拜登3月時便表示，
非法移民不應離開家鄉，馬約卡斯亦有
類似論調，稱美墨邊境安全，並非
門戶大開，指當局根據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CDC）的
防疫指引驅逐非法移
民。
●綜合報道

機場阻截假難民

非洲國家肯尼亞不少人曾假冒索馬里難民，尋
求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居留，一名赴美的「假難
民」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時表
示，若非使用偽造身份，他和家人便可能無法
在美國居留。

假難民登記成千上萬
索馬里連年戰火不斷，導致大量國民逃往

鄰國肯尼亞，並在肯尼亞登記為難民，然後
透過聯合國難民署的「重新安置」計劃，獲
安排在歐美等地定居，有聯合國官員形容，
難民獲重置的機會較微，倘若成功便等同
「中彩票」。部分肯尼亞人看見這些難民
可在富裕國家定居後，萌生混水摸魚的念
頭，試圖透過偽造難民身份，博取重新
安置機會。肯尼亞議員達希耶表示，肯
尼亞政府需採取更多行動，取消成千上
萬假難民的登記。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對假
難民採取零容忍政策，稱已設立
嚴格監管機制，但坦言無法保證可
完全杜絕假難民。美國國務院表示，美
方亦嚴打假難民，稱對欺詐、浪費和濫用
美國納稅人資源的行為零容忍，指華府對申請
庇護者進行詳細訪談和安全審查，包括核實申請
者的國籍。華府在2018年便曾推出措施，加強
審查索馬里等11個國家的難民，更宣布將接收
難民人數按年大減1/3。 ●綜合報道

●●大批非法移民湧向美國大批非法移民湧向美國，，
引發邊境危機引發邊境危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假扮成難民的假扮成難民的
肯尼亞人肯尼亞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墨西哥邊境有非法移民被美國墨西哥邊境有非法移民被美國
職員職員「「打回頭打回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索馬里連年索馬里連年
戰火不斷戰火不斷，，導導
致大量國民外致大量國民外
逃逃。。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