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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統計顯
示，歐美多國近年

在海外出生的居民佔比，
已達到或接近歷來最高水
平。在美國，該比例已逼
近1890年 15%的紀錄，在
英國、法國、荷蘭和西班
牙等歐洲國家，該比例均
已接近 15%。統計也顯示
在一些歐洲國家，移民人
口佔比一直偏低，卻在過
去20年間錄得明顯漲幅。

極右政黨冒起 煽動仇恨情緒
創紀錄的移民數量，推動了民粹保守
勢力在歐美政壇浮面。除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法國極右領袖勒龐等標誌性人物
外，德國、意大利、瑞典、芬蘭和荷蘭
等國家，都陸續有極右政黨冒起。這些
保守勢力多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優先保
障本地民眾權益，亦有政客藉機煽動情
緒，宣揚對移民的仇恨。
不過《紐約時報》指出，在移民相關
經濟議題上，自由派與保守派並非「涇
渭分明」。事實上在這股移民潮興起初
期，美國勞工代表和自由派政客主張控
制移民水平，保護弱勢勞工權益。大型
企業則積極游說政府，希望放寬移民措
施，為企業削減勞動力成本。在親商的
保守派和保護移民權益的自由派政客支
持下，歐美多國在移民浪潮初期的政
策，其實較選民普遍訴求更寬鬆。

自由派罕與多數選民立場相左
然而經歷疫情和通脹升溫，歐美移民問

題引發更大爭議，政壇支持和反對移民的
主張也更趨極端，卻無法提供實際措施，
解決選民對移民規模增加、或影響自身薪
酬待遇和生活環境的擔憂。這也讓移民議
題在歐美呈現特殊的輿論走向：在最低工
資、稅收、墮胎禁令、槍械管控等議題上
往往順應潮流的自由派，卻常在移民事務
上與多數選民立場相左。
分析認為，移民湧入為發達國家彌補

了勞動力缺口，也讓他們獲得更好的生
活環境與收入水平。但安置移民所需的
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治安保障等開
支，同樣是政府不可忽視的成本。抵制
移民浪潮，本質是發達國家民眾在經濟
下行背景下，希望保障自身權益的訴
求，也考驗各國當局在移民權益和本地
民眾利益之間，努力維持平衡。

未有方法大減尋求庇護者數目
歐美多國近年都開始設法限制移民規
模。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正加強邊境執
法，削減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數目。歐盟
亦尋求立法加快審核尋求庇護者身份，
允許各國政府限制移民在指定設施內活
動，直至他們被驅逐出境。由此一來，
前往德國等富裕國家的非法移民數目有
望減少，這些國家則向歐盟提供資金，
用於繼續處理移民問題。
然而在政治分歧明顯的社會背景下，
歐美政府收緊移民政策，自然面臨諸如
「缺乏同理心」之類的大量反對聲音。
更有專家警告稱，限制移民的各項措施
治標不治本，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大
幅削減尋求庇護的移民數目。
關注移民事務的智庫歐洲穩定倡議創辦
人克瑙斯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未
能成功遣返申請庇護被拒絕的非法移民，
且一直沒有解決方案，這意味在歐洲，每
年仍有數千人死在尋求庇護的路上。各國
缺乏對移民數目的人道控制、非法移民不
斷反彈，這樣的現狀相信仍會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踏入21世紀以來，許多歐美國家經歷前所未有的移民浪

潮，移民源源不絕地湧入，深刻影響歐美社會格局，社會上也日漸湧現抵

制移民的訴求。國際事務專家分析認為，奉行民粹主義的極右勢力打着

「抵制移民」旗幟擴大影響力，左翼勢力也面臨選民和輿論的反彈。歐美

國家如今紛紛採取措施，嘗試收緊移民數目，但如何解決系統性的移民問

題，勢必成為各國長遠面臨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隨着歐洲部分國家的反
移民情緒加劇，愈來愈多來自非洲的非
法移民，已改為偷渡前往美國。美政府
數據顯示，在美墨邊界被捕的非洲偷渡
客人數，從2022年的1.3萬人，急升至去
年的5.8萬人，即增加4.5萬人，其中最
多來自毛里塔尼亞，約有1.5萬人，其次
為塞內加爾。
據《紐約時報》報道，不少來自塞內

加爾的非法移民首先乘搭飛機抵達摩洛
哥，再轉機往尼加拉瓜，隨後循陸路穿
過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直至
抵達美墨邊界。洪都拉斯政府的數據顯
示，在去年1月至9月間，近2.8萬非洲
人途經洪都拉斯，按年增加5倍，以幾內
亞、塞內加爾和毛里塔尼亞民眾最多，
而在2020年，僅有數十名來自這些國家
的人途經洪都拉斯。
抵達美國的毛里塔尼亞大學生卡馬拉

表示，他感到毛里塔尼亞不再安全，因

此向朋友借了8,000美元（約6萬港元）
前往美國。來自幾內亞的凱塔賣掉他的
小型洗衣液工廠，認為前往美國可以養
活自己和家人。

美非無協議難遣送回國
成功抵達美國的非洲非法移民。很少

在社媒透露路途上的危險。來自安哥拉
的坎多和同伴，在危地馬拉和墨西哥邊
境遭到搶劫，失去手機和所有錢財，他
們在墨西哥找到木炭裝車工作，才能湊
夠路費，在抵達加州時已身無分文。坎
多和同伴現在被困聖迭戈，之前承諾接
待他們的安哥拉朋友已失去聯絡。
2023財年已有近250萬非法移民越過

美墨邊境抵達美國，隨着來自非洲的偷
渡客增加，對美國構成更大壓力。目前
美國移民拘留中心已人滿為患，由於美
國與許多國家未有簽署遣返協議，將非
洲偷渡客遣送回國是非常困難。

赴美非洲偷渡客數量一年急升4.5萬

香港文匯報訊 《每日郵報》取得英國
內政部一份採購合約文本，顯示英國計
劃在未來7年花費20億英鎊（約199億港
元），將非法移民移離出國，相當於平
均每日花近 78 萬英鎊（約 775 萬港
元），涉及包機和酒店費用。前保守黨
黨魁史密斯批評這計劃浪費，無法解決
非法移民問題。

前保守黨黨魁批計劃無用
內政部表示正進行招標，希望可於4月
前找到公司負責運送非法移民，合約為

期5年、價值880萬英鎊（約8,747萬港
元），有需要可延長至7年。中標公司將
負責安排航班和機票、與航空公司溝
通，以及幫助內政部挑選酒店。但車
票、包機和酒店相關的額外成本，預計
最多達到 20億英鎊。一名政府官員披
露，這些費用與將非法移民送往盧旺達
的計劃無關。
史密斯表示，他對內政部計劃的金額

感到震驚，「如果有20億英鎊遣送非法
移民，用作率先迅速處理這問題不是更
好嗎？這個計劃毫無用處。」

英擬花費近200億遣走非法移民被轟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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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抵制移民浪潮衝擊社會格局
民粹主義興起激化政治分歧 各國收緊措施惟損失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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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紀錄的移民數量引發排外主義，推動民粹保守勢力
在歐美政壇浮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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