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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是紧密却

又复杂，两地民众之间的情绪亦是如

此。

在过去的 2013 年，可以从诸多新

闻中嗅出以上情绪：双非、奶粉、自

由行⋯⋯直至年终，又生出了一个新

的争议点：新移民综援申请资格。

去年年末，终审法院五位法官一

致裁定政府“居港满七年才能申领综

援”的规定违宪，推翻了两个下级法

院判决。这意味今后居港满一年、生

活困难的香港居民，即有资格申领综

援。

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始于 1993 年，是以“现金资助”的形

式，援助因年老、伤残、患病、失业、

低收入或其它原因而引致经济上无法

自给自足的人士，使他们能应付生活

上的基本需要。

裁决在本地引起相当大回响。虽

然多位法律界及政界人士均强调，今

次裁决只是针对综援，不涉及其他福

利。但此裁决公开后，随即引发大批

新移民到社会福利署查询及申请。

事件缘起一位持单程证来港的内

地妇女——孔允明。孔允明2003年嫁

给领取综援的香港永久居民陈某，可

是在她获批来港的第二天丈夫就病逝

了，香港社会福利署随即将其栖身公

屋收回，且拒绝了孔允明的综援申请

要求。    

2009 年，孔允明向香港高等法院

提出司法复核，认为政府居港满七年

的规定违反了《基本法》，在经历五年

两次败诉之后，孔终于在去年 12月 17

日获得胜诉。

在遵循先例与宪法至上的法律原

则下， 孔允明一案或许会成为内地移

民获得香港社会福利的开端。根据法

庭判词，案件之争在于地位至高的《基

本法》指明所有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不分新移民或永久居民。

能享社会福利保障的权利，包括照顾

最基本的需求。2004 年政府引入新规

定，将居港规定由一年增加到七年， 

令有需要人士要向其他社福机构求助

须由政府酌定，都是违宪。

人道关怀与人口控制
判词一出，香港社会一时间分裂

新移民成香港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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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阵营，支持者主张人道关怀与

平等保护，强调政府有责任为弱势提

供基本需要，长期协助孔允明上诉的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表示，

今次裁决为本港人权保障奠定重要基

石。

但更深一层探究，香港社会一向

推崇自力更生，大部分香港人笃信：

过高的福利，容易滋生依赖与懒惰。

何况，目前大约占香港人口总数 1/7

的过百万居民，依靠政府社会保障援

助生活，已令本地人忧心忡忡，担心

新移民会在其他福利方面摊薄本港人

利益。虽然判词表明裁决不能延伸至

房屋、医疗等其他方面，给出“定心

丸”，但随后便有团体协助新移民申请

法律援助，对申请公屋居港七年的限

制提出司法复核。

新移民，旧移民
香港这个城市自开埠以来，就是

一个自由港，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

会，香港人大都是在不同时期抵达香

港，然后在香港落地生根。因此，所

谓新移民之“新”，不过是相对 1960

年代以前的内地移民而言。

“新移民”，单从称呼就足以窥到

这个城市的一些微妙之处。根据现有

的主流理解，他们既不是通过优才计

划来港就业的精英，亦不是通过投资

落地的富贵人士。这是一个被香港主

流社会远远甩下并牢牢固定在社会最

底层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是 1979

年后通过中港家庭团聚计划、以“单

程证”来港的内地人士。现在香港依

然每日发放 150 个“单程证”，让内地

人士移居香港。

本次终审法院的判决，除对移民

政策的反思外，再次引发上述社会族

群对“外来潮”的焦虑。随着“土生

土长”的年轻一代开始在香港社会中

扮演主要角色，加之内地与香港之间

经济、人员流动的愈加频密，香港人

的本土认同感也愈来愈强。

香港本身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已经

相当严重，于是，当新移民与本地人

士在低技术劳动市场进行竞争时，先

来者自然会觉得新移民“抢饭碗”。何

况，不少新移民原本在大陆皆属基层

人士，搬来香港之后无专业证书及文

化上障碍，融入社会困难，容易受到

不同程度的歧视，不得不选择靠综援

度日。

至于整体社会对于他们的认知，

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

主任周基利表示，港人对新移民态度

是较为负面的，约 50%港人认为新移

民人数应减少一点，另有 53%港人则

认为，新移民享用本港福利多于对香

港贡献。

抛去学术统计，笔者有一日下午

在人流密集的中环，好奇地与几位经

过的人士攀谈，他们代表的观点倒是

颇为多元。

“无论如何，香港的移民政策算

不上保守，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

比，在香港，能吃得了苦，不管你有

没有那一纸身份证明，或早或晚你都

能得到社会的某种认可，如果选择香

港的传统对手新加坡，搞不好做一辈

子建筑工，老来还不得不滚回乡去。” 

Tony，香港中环的一位投资银行主管

告诉笔者。

“香港人都是尊重法律判决的，何

况本次是政府不当修改政策在先。”一

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表示。

“香港地方小，实在负担不起内地

十多亿人口的需求，请勿见怪。我听

说现在有新移民还要申请公屋，这确

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房屋问

题恐怕会令我们对新移民更加厌恶。”

一位外企公司职员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