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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份，港

府於 2004年實施的社會福利政策，收緊來港不足七年的新移民領取綜援的規定，我

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和不滿，因此特函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提出以下意見及建

議，並引出歷年來天主教教會的社會訓導供各位參考及作指引。 

 

人口政策製造社會分化 

2004年 1月份實施收緊對來港不足七年的新移民之福利政策，明顯是一項帶有歧視

性的措施。過去多年來，港府、福利團體，民間組織及教會團體均投放不少資源，

以協助新來港人士儘快融入社會，與本地居民和諧共處。但很可惜，港府卻不停以

多項歧視性的措施提醒市民「新舊有別」。事實上，新來港人士來港後，除了要適應

語言、生活習慣和方式的不同之外，還要時刻忍耐港人的歧視目光，而港府為此更

有責任，為新來港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而不是透過種種措施「引導」港人集體歧

視，集體自私。 

 

任何人都有完整的權利在其所隸屬的地區內定居或移居；並且如有正當原因，亦有

權利向其他國家遷移及定居。一人如為某國國民，並絕對不阻其成為人類大家庭中

的一員，或成為由全人類所組成的世界性團體的公民。（《和平於世》通諭 25） 

 

新來港人士的貢獻 

過去幾十年來，新來港人士為香港的基礎建設提供不少勞動力，為香港的現在和將

來帶來更多新的發展和機會。新來港人士對社會服務及消費服務的需求，整體來說

是有助增加工作職位及商機。社會因而需要更多老師、社工、警察、售貨員等。更

多的商機亦代表投資將有所增加，長遠來說，新來港人士對香港經濟增長帶來正面

影響。 

 

新來港人士中成人佔相當比重。他們來港後將加入勞工市場。雖然很多剛來港人士

起初難以在本地勞工市場競爭，失業率因而會輕微上升。可是，根據過往的經驗，

新來港人士都十分願意自我調節，融入社會，最終能為社會作出貢獻。近年的經驗

顯示，新來港人士使香港經濟發展較蓬勃，稅收增加，同時亦有助減輕政府的負擔。 

 

新來港人士對香港經常賬的影響並不明顯，反而，移民將使消費品的需求上升，進

口因而增加，但由於營商機會提升，預料也將有相應的資金流入香港，促進社會的

經濟發展。 

 



一視同仁的社會政策 

事實上，新來港人士與本地人一樣，都希望被社會接納，為自己和家人締造美好的

生活，但政府亦有責任照顧貧苦大眾，讓沒有能力自理的人士可得到尊嚴生活，社

署的網頁內，就社會保障制度作簡介時指出：“經濟有困難的人士若得不到政府的

社會保障援助，便會陷入極度困境＂，“在本港，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是幫助社

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人士，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然而，我們目下所前，

社會保障只是有限度地協助一部份香港市民，而且是刻意將部份人排斥於門外。 

 

2004年人口政策報告書表面上雖然表示，會尊重家庭團聚的權利，和基本法賦予的

居港權，但這些尊重亦是有限度的尊重。當來港人士持大量金錢或投資進入本港時，

香港政府的態度不單止是尊重，而且無任歡迎。但當他們來港後陷於經濟和就業困

難時，港府的回應只是冷漠的一句:申請人來港前應考慮清楚自己的經濟狀況是否適

合香港，而且他們沒有持續的對香港經濟有貢獻等。事實上，家庭團聚是最基本的

人權原則，不應有任何強加條件，港府一方面口說尊重，但在措施的執行上卻是被

動的，具排斥性的和自相矛盾的。 

 

《一個國家不能只以保障自己的繁榮，做為接受移民的標準，卻不考慮由於遭受苦

難，而不得不要求友好款待的人》前教宗若望保祿二世 2001年世界移民日文告 

 

目前社會上的確有相當多政策，是以住滿七年為限，如申請公屋，投票權等，而身

份證上的一粒星標籤，亦無形增加了新來港人士的就業困難。然而，這一切不合理

措施的存在，並不代表合理，亦不代表我們要延伸和持續這些不公平的做法。港府

目前要做的，是以公平和一視同仁的原則下，反省和檢討一切有關處理新來港人士

的政策，令所有香港居民可享同等的權利和義務。  

 

由於人有人性的尊嚴，故亦賦有權利參與國家的公共事務，共謀國民的公共利益……

這種保障且應是有效的、平等的和合乎正義的。（《和平於世》通諭 26-27） 

 

難民與移民除遇上與文化、社會，有時甚或與宗教障礙有關的問題外，還有其他方

面的困境，諸如失業問題，而向來是移民目的地的國家、如今也受著失業困擾；家

庭破碎；服務不周；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等。此外，收容國唯恐這

些「異鄉人」的數目隨著人口增長、合法家庭團敘，地下經濟體系當中的非法招聘

等情況而迅速增多，從而威脅到自己的身分。當和諧而和平的融合落空，就會出現

自我孤立、與周遭環境關係緊張、自暴自棄的危機，導致負面後果甚或出現悲劇。

人們發現他們「比往昔更加分散，在言論上更見分歧，彼此間亦見分歧，沒法取得

共識與協議。」（《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 13） 

 

教會專注人道工作，以訓導和見證來啟迪良知，並鼓勵推行恰當的計劃、讓移民在

個別社會之中找到安身之處，從而滿全其使命。《前教宗若望保祿二世 98年世界移

民日文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