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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台媒報道， 「台港交流
辦」 成立時，台灣當局發新聞稿稱
「充分展現關懷港人的決心」 ，吸
引許多港人選擇到同文同種、地理
上最接近、移居成本較低的台灣地
區。三年過去，目標不僅沒實現，
港人赴台反而越來越難，有港人直
言 「台灣已不是港人的優先選
擇」 。

2019年後，香港赴台居留和
定居的人數曾經歷連續2年增長，
2021年達高峰。到2022年開始明
顯減少，居留減少19.94%，定居
年減23.09%。

港人居留和定居人數均大幅減
少。許多人反映申請遭刁難、審查
時間拉長、加諸 「安全」 背景調查
等，已造成越來越多港人不願繼續
留台，選擇返回香港，或者是 「二
次移民」 ，遠赴英國、加拿大或澳
洲。

質疑台當局缺乏法治
報道援引一名以 「投資移民」

方式赴台的港人的例子，指該名港
人申請定居時被台當局不斷要求補
件，面對漫長等待，最終決定離開
台灣。她直言，如果台當局不希望
港人來，直接拒絕就好，何必刻意
為難？

多名港人控訴，向台當局提出
定居申請，除被告知規定更改，還
不斷被要求補件，有時也未說明理
由。面對未知前景，最終只能無奈
放棄。

台當局陸委會回應，港人對在
台居留、定居規範認知常有誤解，
誤以為居留一定期間即可自動擁有

定居權。台當局官員並提到 「投資
移民」 實務上，有港人在取得身份
後即撤資，不符政策原意。至於補
件要求，主管機關都會告知原因。

有學者觀察，港人社群經常以
「搬龍門」 一詞形容台當局朝令夕

改，質疑台灣行政機關缺少法治、
契約精神。

還有學者提到，港人移居台灣
未明定需要上繳的申請文件，也未
註明審理時間，申請過程存在高度
不確定性，導致許多港人留台被卡
關。台當局在 「修例風波」 期間與
其說是所謂 「撐香港」 ，不如說是
「抗中」 「反中」 的政治作秀成分

更多。

港人後悔申請移居台島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

移居台北的港人陳女士向大公報表
示，民進黨在香港發生修例風波期
間聲稱 「一起繼續撐香港的自
由」 ，近年竟然提高港人定居台灣
的條件，隨意更改規則，這種政治
算計讓在台港人覺得 「十分荒謬和
令人心寒」 。台當局嘴上喊着 「民
主、自由」 ，但是所行之事卻處處
專制獨裁。

陳女士表示，因為台灣地區的
文化、環境和香港相似，所以有港
人會選擇移居台灣，但如今一言難
盡。她的一個港人好友最近就向她
抱怨說對台灣當局逐漸喪失信任。
如果民進黨當局早些公布移居的限
制，她就會留在香港，完全不會選
擇移居台灣，如今可能還要蒙受金
錢的損失。 「台灣當局政策搖擺，
好像不太歡迎香港人移居台灣。」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2019年香港發生 「修例風
波」 ，民進黨當局喊出 「撐香港」 ，並在2020年7月成立 「台港
服務交流辦公室」 。但3年下來，港人赴台居留和定居人數，在
2021年達高峰後便驟減，居留人數減少近20%，定居更大降
23%，許多港人表示申請被刁難，甚至有被騙的感覺，最後只
能放棄。

定居人數銳減逾兩成 拆穿撐港謊言

民眾提案周休3天被台當局否決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有民眾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
「周休3天」 ，獲逾5000人連署，
當局行政機構人事行政總處、勞動
部門26日回應，經討論研議不予參
採。

台當局官員稱，該提案攸關民
眾生活作息、工商運作、運輸調
度、金融結匯、股市交易及學生受
教權益等問題，影響層面較廣。

該官員指，目前僅有極少數國
家和地區試辦，缺乏經驗或統計分
析數據可供參考，在公共行政、產
業、教育等面向的條件及配套措施
還沒有完備之前，不敢貿然全面實
施 「周休3天」 。

「周休3天」 引發熱議，當局
以 「否決」 回應後，有民眾認為，
所謂公共政策平台，只是形式主
義，沒有任何實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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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拋3+1當兵方案激民怨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為配合

台灣義務兵役將恢復至1年，台當局教育
主管部門推出 「3+1方案」 ，即讓大學生
原本4年讀完的學業，3年就完成，剩下1
年去當兵。此舉引發各界反彈。

據報道，台教育部門日前發布 「大學
生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 ，要求今年9
月開學前納入各大學規章制度。

讀3年大學後當兵1年
按照規劃，有意申請服役的學生，須

在學期中陸續完成徵兵檢查、軍種抽籤等
作業，並於該學期結束的暑假或寒假入營
服役，為期1年。完成服役後，學生會回
到原專業繼續完成學業。順利的話，可
以當兵1年、讀大學3年，和沒服役的同
學一起畢業，不影響後續就業或升學的
時間。

台軍退役將領、中國國民黨 「立
委」 吳斯懷批評，民進黨執政以來，兩
岸兵兇戰危。現在當局將兵役延長為1

年，教育部門配合推出 「3+1方案」 ，沒
有經過充分溝通，也沒有完整配套措施。
不僅搞亂教育體制，也影響服役成效，讓
學生無所適從。

台軍退役少將栗正傑也指出，大學是
人生中最重要、最精彩的4年，對一個人
的成長極為重要。如今學生卻要浪費1
年、犧牲寒暑假學習、實習的時間去當
兵， 「學也學不好，兵也沒當好」 。



俗話說 「路遙知
馬 力 ， 日 久 見 人
心」 。民進黨當局在

2019年香港發生 「修例風波」 期間口
口聲聲說「撐港人」、「撐民主」，讓香港不
少 「黃絲」 人士 「感激涕零」 ，紛紛把
台灣地區當作移居的 「優先選擇」 。然
而，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近
年民進黨當局不斷提高港人移居台灣的
門檻，許多申請赴台定居的港人因而大
吐苦水，抱怨申請時被刁難、審查時間
被拉長，還可能被懷疑是 「間諜」 。數
據顯示，赴台居留和定居的港人人數均

大幅減少約兩成。這就是民進黨當年許
諾的 「撐港人」 ？根本就是謊話連篇。

當年香港發生 「修例風波」 期間，
蔡英文等一眾民進黨高層紛紛跳出來聲
援香港 「黑暴分子」 ，據說還提供物資
支持，讓香港 「黑暴分子」 以為民進黨
當局就是他們的 「堅強後盾」 ，以為民
進黨當局日後會收留他們，結果事與願
違。2020年9月有台媒披露5名香港暴
徒當年7月中下旬從香港偷渡到台灣，
因船發生故障漂流到東沙島，被台灣海
巡人員截獲，送到高雄安置。有長期幫
助香港暴徒的媒體人當時稱，這些人

「一直被扣在陸委會手上」，很長時間沒
有任何聯絡渠道，過得比其他偷渡者還
慘，連律師都見不到。該媒體人還說，
民進黨真的不如大家想像的那樣挺香
港，「台灣真的幫不了，也不是那麼想幫
你們（香港）」，並向香港暴徒喊話稱，
「如果可能的話，不要再來台灣了」 。
一句話就戳穿了民進黨的投機嘴臉。

2019年正值島內大選年，政績乏
善可陳的民進黨為了騙取選票，大打
「抗中牌」 ，大肆炒作香港修例風波，
煽動香港 「黑暴分子」 作亂，然後趁機
抹黑 「一國兩制」 ，挑起台灣選民對大

陸的敵意，從而轉移自己政績不彰的焦
點。2020年大選民進黨成功連任，而
這也意味着香港 「修例風波」 、 「黑暴
分子」 對民進黨失去了利用的價值。但
由於民進黨當時承諾 「撐港人」 ，一些
港人信以為真，於是準備移居台島。這
時民進黨終於露出了真面目，近年不斷
提高港人移居台灣的門檻。以往港人在
台灣有600萬元新台幣（約167萬港
元）以上投資，經相關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者，可以申請在台居留。在台灣連續
居留滿一年，就可申請定居許可，取得
身份證。但2020年3月台經濟部門投審

會有意調整審查基準，要求港澳投資人
須營運投資企業至少3年，並聘用2名以
上的台灣本地員工。此外，非香港出
生、年紀大或低學歷港人，據說也很難
獲得台灣當局批准移民。

民進黨當局對港人設下嚴格的移居
條件，一方面是不想一些港人分薄了台
灣民眾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擔心若批准
香港 「黑暴分子」 入島，會對台灣治安
不利。有民進黨 「立委」 甚至懷疑有大
陸背景的港人可能藉此 「滲透」 到島
內。一言以蔽之，民進黨所謂 「撐港
人」 是玩假的，就像衞生紙用完就丟。

衞生紙的下場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台當局頻設限 港人赴台遭刁難

民進黨提高門檻
拒港人居留

提高移居門檻

以往港人在台灣有600萬元
新台幣（約167萬港元）以上投
資，經相關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者，可以申請在台居留。在台
灣連續居留滿一年，就可申請定
居許可，取得身份證。但2020
年3月台經濟部門投審會有意調
整審查基準，要求港澳投資人須
營運投資企業至少3年，並聘用2
名以上的台灣本地員工。

增設年齡限制

非香港出生、年紀大或低學
歷港人，據說也很難獲得台灣當
局批准移民。有報道稱，民進黨
當局不希望港人赴台是為了享受
台灣的福利。

延長 「移民監」
以往港人赴台投資600萬元新

台幣就可取得居留資格，居留一年
可取得定居資格及身份證。但2021
年4月有台媒報道稱，未來將在目前
許可辦法 「居留」 和 「定居」 兩道
程序中再新增 「長期居留」 ，即港
澳人士欲來台申請定居必須經過三
道程序，最快至少得居留2年至5年
才可申請定居。

提高技術要求

目前港澳人士取得13項專業領域
特殊成就者或有執業證照，都可以用
「專業方式」 申請到台灣居留。但
2021年4月有台媒稱，未來將修正為
「即使申請者有執業證照，也要是對
台灣社會有貢獻方能申請」 ，而如果
台灣的職業團體不承認相關證照，就
不能以此方式赴台。

增設歧視條款

2020年，台當局修法，列明 「原
為大陸地區人民，或曾在大陸政治機關
或中資背景公司、傳媒工作的港澳居
民，不予申請定居許可。」 外界批評這
項修法有歧視的意味。在過去，大陸出
生的港澳居民一般只需註銷大陸戶籍，
在海外住滿四年，就能夠滿足台灣地區
的投資移民條件。

擬禁港人遊行受訪

今年1月，台當局曾發布 「港澳居民
不得從事活動一覽表」 ，列出九項港澳居
民不得從事的活動，當中包括不得參加遊
行、抗爭等政治性質公眾活動以及不得接
受媒體邀請發表意見等，引發強烈批評。

大公報整理

港人移居台島須過四關

▲在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期間，台灣新黨譴責香港暴力示威者破壞社會秩序。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
根據現時台灣法例，香港人想要真
正移居台灣，只能透過投資、專才
和就學的形式。而在台灣工作多年
的港人，只能取得 「居留」 資格，
無法申請 「定居」 。

對此，不少竄逃台灣的港人近
年不斷喊話台當局放寬有關政策，
也許是擔心 「誠信破產」 ，台陸委

會去年曾透露，正修訂 「香港澳門
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 ，為符合條件的在台就業港
人開闢定居道路，並預計當年5月1
日起實施。然而，此項政策其後卻
引來多名民進黨 「立委」 抨擊，他
們聲稱 「大陸可能以此進行政治滲
透」 。民進黨 「立委」 邱志偉則質
疑，港人若無需放棄香港身份證就
可取得台灣身份證，會有所謂忠誠
的問題。

不少台灣民眾聽聞這項政策後
更大為不滿。有網友嗆台當局對竄
台港人 「太過寬鬆」 ，質疑 「只要
定居五年，薪水五萬元即可，還不
用放棄原身份，當台灣是旅店？」

據台媒報道，經過討論後，台
當局未來將對在台港人設4道關卡
把關，包括 「居留審查」 、 「5年
觀察期」 、 「專案認定」 、 「安全
審查」 ，移台的港人全部通過才能
取得定居資格。

▲台當局提高港人移居門檻，增加
港人移居台灣的難度。 資料圖片

▲外界批評台當局 「3+1方案」 搞亂教

育體制。 資料圖片

台軍2士兵疑自殺 寢室昏迷不治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 「陸軍第十軍團」 台中營區2名士
兵26日被發現於寢室昏迷，經部隊送
醫搶救後不治身亡，現場留有遺書。

「第十軍團指揮部」 表示，轄屬
台中市北大營區當天早上點名時，2
名士兵未報到，被發現於寢室昏迷，
經過送醫搶救後不治。據台媒報道，

2名士兵均服役超過10年，所屬部隊
負責軍事裝備運輸，2人遺體均無明
顯外傷，疑似因一氧化碳中毒昏迷，
現場發現1封遺書。

今年起，台軍已發生3起士兵自
戕案件，其中 「陸軍」 2件、 「空
軍」 1件，由於有遺書存在，此案很
可能成為台軍今年第4起自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