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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難民潮期間，以捷
克、波蘭及匈牙利為首的中歐及
東歐國家，一直將來自中東北非
的難民拒之門外，更拒絕執行歐
盟的難民配額制度，引起德國等
歐盟領袖不滿。不過今次烏克蘭
難民危機中，這些前蘇聯加盟共
和國卻對烏克蘭難民大開門戶，
有當地專家更直言這是因為烏克
蘭難民與中東難民不同，「文化
上與我們更親近」，被質疑是
「雙重標準」。
布拉格民調機構STEM的社會

學家布赫季克指出，烏克蘭難民
危機與中東難民危機「截然不
同」，「烏克蘭社會文化與我們非
常相近，但那些來自中東的人與我
們相隔很遠，我們與他們也沒有太
多交集，不像某些西方國家。」
斯洛伐克分析員麥賽士尼科夫

也說，媒體對俄羅斯軍事行動的
報道方式，影響了中東歐國家對
烏克蘭難民的看法，「斯洛伐克
人對烏克蘭人的遭遇感受很深，
因此也更加同情他們。」波蘭政
治學者馬特爾斯卡—索斯諾夫斯
卡更直言，當地人對烏克蘭人的

接納，明顯與波蘭長期反俄有關，是
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心態。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當年曾經高呼反對接

收中東難民，甚至在塞爾維亞邊境興建圍欄阻
止難民進入，不過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主動接收

烏克蘭難民。被問到對兩種難民的態度為何相差這麼
遠時，歐爾班直言：「我們不像西歐，我們生活困苦，

因此懂得分辨哪些是經濟移民，就像那些從南方（中東北
非）來的，以及哪些是真難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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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難民不斷湧入，對東歐多國構
成沉重壓力，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前日呼
籲更多非歐洲國家協助接收烏克蘭難
民，更特別點名提到美國和加拿大。
貝爾伯克前日出席國會會議時，直言

希望美國、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國家協助
接收難民，「我們現在的工作是要合作
建起一條團結之橋。」貝爾伯克強調，

任何國家若有餘力可以無條件幫助烏克
蘭難民，就必須無條件提供幫助。
目前前往歐洲的烏克蘭難民中，絕大

多數都集中在波蘭，其次是斯洛伐克、
匈牙利、羅馬尼亞及摩爾多亞。德國至
今接收了16萬人，在西歐國家中算最
多，相反法國只接收了1.5萬人，西班
牙更只有數千人。 ◆綜合報道

收容16萬人 德點名美加籲齊心接收

目前烏克蘭人若要直接前往美國，必
須持有美國旅遊簽證，因此近日愈來愈
多人開始轉往他們能夠免簽入境的墨西
哥，希望取道南部陸路邊境進入美國。
不少被美國拘留的烏克蘭難民，就是從
墨西哥入境，包括來自烏克蘭西部城市
利沃夫的斯卡爾斯卡一家。
斯卡爾斯卡一家在美國加州的親人表
示，斯卡爾斯卡夫婦和3名孩子於3月
14日從墨西哥嘗試入境美國時，被海關
及邊境保護局（CBP）人員扣留，截至
前晚仍然未獲釋。親人都對斯卡爾斯卡
一家的狀況表示憂慮，擔心他們可能會

被遣返，或者長時間被海關拘留。
另一名居於南卡羅來納州的烏克蘭

移民則表示，她的兄長月初入境美國
時被CBP拘留，之後移送到移民和海
關執法局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設
施，至今已接近兩個星期。該名化名
濟娜的移民表示，她與兄長近日多次
通電話，「他覺得這遭遇很可怕，認
為是這輩子最差的日子。」
很多烏克蘭難民對美國政府會用公

共衞生條例拘留他們一事毫不知情，
很多人都是在接受記者採訪後才知
道。 ◆綜合報道

一家五口經墨國入境被拘 恐骨肉分離

自俄烏衝突爆
發以來，超過

300萬烏克蘭難民
四散各地，但一
直宣稱會「歡迎
難民」的美國至
今只接收了數百
名難民，3月至今
更僅接收7人，被
質疑是「講一套
做一套」。

為何美國不接收烏難民？
美國多次宣稱歡迎烏克蘭難民，但多次表明，歐洲應該是烏
克蘭難民的優先目的地。國務院日前稱，若歐洲不能為烏難
民提供足夠保護，美國願意與聯合國合作接收烏難民。

美國能否接收
更多難民？

美國在俄烏衝突發生前
的1月至2月間，只接
收了514名烏難民。根
據國務院文件，3月1
日至16日間，更只有7
名烏難民成功在美國重
新安置。

拜登政府將今年美國接
收難民人數上限定為
12.5萬人，當中1萬個
名額原本已預留給包括
烏克蘭在內的歐洲及中
亞地區。

美國在烏難民危機上

做了什麼？
一如早幾年的中東北非難民

潮，相對於直接接收烏難
民，美國政府更傾向向接收

難民的國家提供所謂援助，
試圖以金錢將難民拒之門

外。拜登簽署的一項援烏
法案中，便包括約40億美
元的難民援助。美國月初向
約7.5萬名3月1日前抵達
當地的烏人，批出臨時保
護身份，容許他們未來18
個月免被驅逐並可在美國
工作。 ◆綜合報道

至今拒大規模接收 多人入境後被送拘留所

《新聞周刊》指出，美國拘留烏克蘭難民的做
法，不僅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做法背道而

馳，更與美國總統拜登此前許下的「張開雙臂歡迎
烏克蘭難民」承諾自相矛盾。

律師：實際人數恐更多
報道指出，根據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
的文件以及對烏克蘭難民親屬和移民律師的採訪獲
悉，一些烏克蘭難民試圖進入美國，與居住在美國
的家人或朋友取得聯繫，卻被美方拘留。《新聞周
刊》證實，至少有5名烏克蘭人被拘留，但不少移
民律師都表示，實際被拘留的難民人數肯定更多。
報道指，美方是依據《公共衞生保護條例》第42

條拘留這些烏克蘭難民。新冠疫情初期，前總統特
朗普的政府引用第42條限制幾乎所有打算申請庇護
的難民入境，拜登政府上台後，繼續以公共衞生考
慮為由執行這條條例。《新聞周刊》指，目前無跡
象顯示拜登政府有為烏克蘭難民提供豁免。

豁免衞生條例申請極少獲批
「拜登政府的政策一直是保持邊境關閉。我們沒有
看到美方解除第42條，卻看到逃離戰爭的烏克蘭人
被送進ICE拘留所。拜登說會張開雙臂歡迎烏克蘭難
民，這並沒有發生。」致力於幫助烏克蘭難民與在美
家人團聚的移民律師斯卡伯勒說道，「這些烏克蘭人
在美國有家人，有可以聯繫的朋友，而美方卻不允許
他們進入美國，這是個大問題。除非（拜登政府）改
變政策，否則被拘留的人數還會增加。」

自從俄烏衝突開始後，拜登和白宮官員先後多次
重申會接收打算赴美的烏克蘭難民，最近一次是在
上周五，當時拜登說：「我們會提供金錢、食物和
援助物資予烏克蘭人，我也歡迎烏克蘭難民，我們
應該展開雙臂歡迎他們。」
美國國土安全部沒有立即回覆《新聞周刊》置評

的請求。幾位正在幫助烏克蘭難民進入美國的律
師告訴《新聞周刊》，第42條是主要障
礙。律師表示，尋求庇護者可以申請豁
免，邊境巡邏人員可以視具體情況酌
情處理，但實際上，豁免很少能
被批准，而且自俄烏衝突開
始以來，這種情況一直沒
有改變。 ◆綜合報道

俄烏衝突爆發超過3星期以來，數以百萬計烏克蘭人逃

到周邊國家，形成近年最大型難民潮。然而美國作為

烏克蘭緊張局勢的始作俑者，至今都拒絕大規模

接收烏克蘭難民，即使有少數烏克蘭人成功飛

抵美國，打算與原先就定居美國的家人團

聚，都可能面臨美方千方百計找藉口阻

撓。美國《新聞周刊》前日便獨家報道，

美國邊防部門正以疫情為由，拘留試圖進

入美國的烏克蘭難民，至今最少有5名烏

克蘭難民被拘。

◆◆滯留在美墨邊境的烏克蘭滯留在美墨邊境的烏克蘭
人感到前路茫茫人感到前路茫茫。。 美聯社美聯社

◆一名烏克蘭
婦人攜同孩子
從墨西哥入境
美國。美聯社

◆◆有難民在波蘭寄宿並有難民在波蘭寄宿並
享用晚餐享用晚餐。。 路透社路透社

◆烏克蘭難民不
斷湧入，對歐洲
多國構成沉重壓
力。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