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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少子化學童不足 18年關逾8500校
多地改建校舍緩解財政負擔 被指非解決殺校潮長遠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 英王查爾斯三世周二（10月31日）訪問
肯尼亞，是他繼任後首次出訪英聯邦國家。今年適逢肯尼
亞獨立60周年，當地民眾多次呼籲英國正視在肯尼亞殖民
時期的暴行，作出正式道歉並予以賠償。然而查爾斯三世
僅表示對過去的錯誤「深感悲傷和遺憾」，承認針對肯尼
亞的殖民暴行「沒有任何藉口」，卻拒絕作出任何道歉。
查爾斯三世周二晚間出席國宴時表示，「我們必須承認

英國與肯尼亞兩國長期複雜關係中的痛苦時刻，過去的錯
誤是造成最深切悲傷和遺憾的原因。對我而言，加深對這
些錯誤的理解非常重要。」《華盛頓郵報》指出，查爾斯
三世措辭微妙，避免引發英國就殖民歷史予以賠償的討
論，這與他還是王儲時的表態相似。當時查爾斯僅表示其
個人「對深切的苦難感到悲傷」，並支持研究君主制與奴
隸制的歷史聯繫。

肯尼亞人遭酷刑性侵數千死
肯尼亞1950年代爆發反英國殖民統治的毛毛抵抗運動。

大量肯尼亞人被關押在英國集中營內，遭受酷刑和性侵，
估計造成數以千計肯尼亞人死亡。《華郵》分析稱，相較多

數英國前殖民地，肯尼亞與英國關係相對密切，屬於查爾
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出訪的「安全選擇」。但查爾斯三世仍
在行程中，避開了牽涉殖民時期歷史爭議的肯尼亞西部。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首爾擁有全球最繁
忙的地鐵網絡之一，每逢運營高峰期車
廂內都擠迫不堪。韓國政府周三（11月1
日）據此宣布，首爾地鐵公司計劃明年
起試運行沒有任何座位的車廂，希望解
決交通高峰期的擠迫問題，走出「地獄
鐵」的困境。
《衛報》報道稱，首爾地鐵計劃先在

繁忙的4號線和7號線，試行每部列車兩
節無座位車廂，其中4號線途經旅遊景點
明洞站、東大門和首爾站，是赴韓遊客
首選線路，7號線則通過漢江南岸，靠近

辦公和商業區，乘客主要是當地打工
仔。首爾地鐵稱截至今年9月，4號線和
7號線繁忙時段的乘客人數分別達到車廂
載客量近兩倍和1.6倍，試行計劃可讓該
數字分別降至1.5倍和1.3倍。
首爾地鐵涵蓋9條線路合共275個車

站，公司除設立無座位車廂外，還計劃
為這兩條線路在繁忙時段加開地鐵班
次，若試驗效果理想，會擴大至其他線
路。韓國傳媒形容，希望這一新措施能
讓首爾擠迫如沙甸魚罐頭的「地獄鐵」
成為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因應日本福島核污
水排海，全面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日
本當局為拯救岌岌可危的水產業四處推
銷，就連駐日美軍基地也成為硬銷對
象。共同社報道稱，駐日美軍橫田基地
周二（10月31日）起，開始銷售北海道
出產的帶子，宣稱此舉可以展現美日之
間的「友情」。
駐日美軍周二在橫田基地的超市賣場

（圖）舉行儀式，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
爾出席，他在儀式上提到，美軍會與日
本水產供應商簽署長期合同，日本的魚
類、帶子和其他水產日後會在美國海軍
軍艦上供應，並在17個駐日美軍基地的
商舖、市場和食堂銷售。伊曼紐爾表
示，美國會與日本當局磋商，將日本捕
撈的帶子運往在美註冊的加工商。
伊曼紐爾過去多次宣稱日本水產「安

全」，出席儀式的北海道漁協聯合會副

會長菊池元宏也趕忙致謝，聲稱美國展
現的「友情」令日本「深受鼓舞」。
傳媒分析稱，駐日美軍基地過往從未

在當地市場採購任何水產。美方雖宣稱
今次屬「大規模採購」，但實際採購的
帶子僅有不足一噸，相較中國去年從日
本進口的超過10萬噸帶子，駐日美軍的
採購量僅屬於杯水車薪，完全不足以緩
解日本水產商的庫存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西班牙王儲萊昂諾爾公主周二（10月31
日）年滿18歲，她當日赴國會宣誓效忠憲法，為將來繼承
王位鋪路。
萊昂諾爾當日在其父親、國王費利佩六世，母親萊蒂奇

亞王后和妹妹索菲婭陪伴下前往馬德里的議會。萊昂諾爾
在眾議院議長阿門戈爾監誓下，遵照西班牙憲法宣誓忠誠
履行職責，維護堅守憲法及法律，尊重公民及地區的權
利，並效忠國王。她隨後在王宮接受父親授予勳章，表示
從此以後「每一刻都會為所有西班牙人服務。」
萊昂諾爾是費利佩六世的長女，2014年6月受封阿斯圖

里亞斯女親王，正式成為西班牙王儲。她現時在薩拉戈薩
軍校接受為期3年的軍事訓練，為日後擔任元首作準備。

查爾斯三世首訪英聯邦國家
拒就肯尼亞殖民暴行道歉

日滯銷帶子獲美「散貨」
駐日美軍基地超市開售

西班牙萊昂諾爾公主成年 宣誓效忠憲法為繼位鋪路
首爾地鐵明年試行無座車廂
緩解高峰時段「地獄鐵」困境

◆萊昂諾爾公主（左）在父親、國王費利佩六世陪伴下進行
宣誓。 法新社

◆查爾斯三世（中）承認針對肯尼亞的殖民暴行「沒有任何
藉口」。 法新社

日本是全球老年人口佔比第二多的國家，現時15歲以下兒童約
1,440萬人，僅佔總人口約11.5%，較2000年代初還少400萬人。

日本教育部統計已關閉的公立學校中，截至2021年仍有約7,400間校舍
沒有拆除，當中作其他用途的校舍佔比 74.1%，計劃拆除的僅有
2.9%。但一些校舍只是部分建築得到翻修，意味實際荒廢的設施較統
計更多。

租予攝影Cosplay活動
位於埼玉縣西北部的蘆久保小學2009年被迫關閉，如今僅剩一座建

於1903年的陳舊校舍被保留。原校長富田善成表示，當時學校最後幾
十名學童「交不到朋友」，最後選擇離校。蘆久保鎮人口如今僅剩約
7,800人，經濟每況愈下，再利用校舍成為增加營收的選擇之一。
經過改建，蘆久保小學舊校舍現時開放對外租用，可用於攝影、角

色扮演（Cosplay）活動，或是舉行商務研討會。改建項目達標後，舊
校舍從2019年起還可作為臨時疏散中心，去年舊校舍各項活動營收20
萬日圓（約1萬港元）。富田表示，「我想找到重新利用（校舍）的方
法，能讓居民感到高興。」

維繫地區緊密聯繫標誌
類似蘆久保小學舊校舍的改建項目遍布日本，在四國地區高知縣，

當地一間舊校舍的游泳池被一間非牟利組織購入，用作保護並飼養烏
龜。位於近畿地方的三重縣一間舊校舍化身黑膠唱片商舖，兩間課室
收藏了約4萬張黑膠唱片。關東地區茨城縣的行方市，校舍則化身農業
休閒公園，民眾可以購買農產品或學習烹飪，還能參觀以當地特產番
薯為主題的博物館。
行方市人口從2009年至今減少20%，如今只剩約3萬人，兒童人數

跌幅超過三分之一，當地22間學校如今只剩7間還在開放。行方市市
長鈴木周也稱，重新利用校舍能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讓地方政府額
外創收，「更重要的是，改建校舍能讓學校繼續成為與居民親近、維
繫地區緊密聯繫的標誌。」但鈴木承認，行方市不止一間舊校舍翻
新，成本過高，只能拆除。鈴木擔憂當地人口老齡化持續，翻修或拆
除校舍並非長遠出路，「拆除校舍成本也不低，沒有政府支持，我們
無法完成這項工作。政府給予翻修校舍的補貼是有限的，我們的時間
所剩無幾，但我們別無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嚴重，多地都出現

學校因收生不足被迫關閉的「殺校潮」。法新社周二（10月

31日）報道稱，從2002年到2020年間，日本合共8,580間

公立學校被迫關閉。多地鼓勵改造舊校舍，化身博物館、商

舖甚至水族館開放外租，希望緩解校舍荒廢或拆除令地方財

政負擔加重，但民眾仍擔憂年輕人口不足，改建校舍並非解

決「殺校潮」的根本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少子化問題持
續，長遠或影響大學招生。日本文部科
學省今年7月估計到2050年，日本各間
大學僅有49萬名新生入學，較2022年
減少13萬人。若大學招生名額維持現
狀，將有約20%的招生名額空缺，讓各
間大學面臨激烈的招生競爭。
文部科學省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

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分析，推測未來18歲
人口數目乘以升學率，再加上外國留學
生等生源估計入學人數。統計顯示2022

年，日本各間大學實際入學人數為63萬
人，然而到2040年，該數字料削減至約
49萬至51萬人。日本各間大學2022年
招生名額為62萬人，實際入學人數佔招
生名額比例的滿額率剛好超過100%。
若招生名額到2040年維持不變，即使日
本的留學生人數增至與七國集團（G7）
成員國平均數相若，滿額率也只能達到
80.5%
日本現時約有800間大學，入學人數
減少將直接影響大學的經營，學費佔收

入約70%的私立大學更是備受衝擊。現
時約600間日本私立大學中，已有半數
學校招生不足，還有三分之一陷入虧
損。若生源減少、經營狀況惡化，被迫
關門的大學會愈來愈多。
文部科學省諮詢機構中央教育審議會

下設大學審議會今年5月起，開始審議
包括大學撤校、合併在內的少子化應對
措施。日本政府下設教育未來創造會議
還要求討論私立大學補貼分配方法，希
望促進校方削減招生名額。

2050年大學招生名額空缺達兩成

◆◆日本多間學校被日本多間學校被「「殺校殺校」」，，當地為避免當地為避免
校園荒廢校園荒廢，，紛紛尋求改建活化紛紛尋求改建活化。。 法新社法新社

◆◆日本現時日本現時 1515 歲以下兒童約歲以下兒童約 11,,440440 萬萬
人人，，僅佔總人口約僅佔總人口約1111..55%%。。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已關閉的校園獲改建已關閉的校園獲改建
成博物館成博物館。。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