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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新世代

收容難民問題多
恐極端分子混入 憂鼓勵更多人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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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收容難民的人指出，去年逃往歐洲的
難民，大多數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說的
「逃離武裝衝突和迫害的人」。歐盟基於人道

主義的立場，不應見死不救。事關北非和中東
的 「武裝衝突」，西方大國脫不了責任。既然
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因宗教理由，不肯收容來
自敘利亞、利比亞等地的難民，那歐盟責無旁
貸。何況，難民可幫助歐盟富國，解決人口老
化和勞動力不足的難題。

損害就業和加薪機會
反難民派可分三類。一是右翼政黨藉排外

撈取政治本錢。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盟經濟
復甦緩慢，中下階層生活日趨困苦，早已不滿
政府 「重富輕貧」的緊縮政策，且擔心難民同
屬非技術勞工，會損害他們的就業和加薪機會
，加上右翼政黨的煽動，排外情緒高漲，反對
聲音更強烈。

第二類：往昔歐盟的移民，大多能和當地
融合，至少互不排斥。來自北非和中東的難民
，大多信奉伊斯蘭教，跟信奉基督教的歐盟民
眾，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有難以調和的矛盾。

自 「基地」和伊斯蘭國（ISIS）興起，歐盟遭受
不少恐怖襲擊，許多人恐防極端分子混入難民
當中，潛入歐盟，因而反對收容難民。

第三類較有道理，他們是從經濟及生態學
的角度，反對大量收容難民。已故的美國生態
學家夏丁（Garrett J. Hardin，1915-2003）1974
年提出 「救生艇比喻」。他假設大海中只有一
艘救生艇，載了50人，頂多可載60人。萬一有
100人正向救生艇游來，艇上的人應該怎麼辦？

禍及收容國社會秩序
救多過10人，艇即會超載下沉，人人淹死

，救人反而害人害己。只救10個人嗎？怎樣決
定救哪10個人？先到先得，還是先救年輕人和
女性？會不會因此引起騷亂紛爭，把救生艇弄
沉？再說，救生艇只載50人，無論途中遇到什
麼風浪，這50人生存機會很高。坐滿60人的話
，便承受不起額外的風險了。為了艇上50人的
安全着想，應否多一個都不救？也許，救生艇
上的人應該中間落墨，多救五人。救生艇載55
人，既不會大大增加風險，也可多救五人。豈
非兩全其美？

夏丁將富國比喻為救生艇上的50人，窮國
是在海中的100人。富國道義上有責任救濟和援
助窮國，但先決條件是：不影響本身的利益（
即艇上50人的安全）。是以收容難民，應量力
而為。若有損收容國人民的生活和經濟，禍及
收容國的社會秩序，便不應造次了！

何況，正如夏丁評論1970年代衣索比亞饑
荒問題所說：衣索比亞經常發生饑荒，皆因人
口過多。解決方法有二：一是增加糧食生產，
使所有人都吃得飽。否則，倒不如讓部分人在
饑荒中餓死，存活的可得到較多資源發展經濟
。西方國家分派糧食救濟飢民，不單無助於解
決人口過多的問題，反而令飢民長期倚賴救
濟。

反難民派認為：歐盟太 「慷慨」收容難民
，無疑鼓勵更多人逃難，為害有二：一是裨
益了運載難民偷渡到歐盟的不法分子。二是難
民蜂擁偷渡，遲早發生意外，傷亡枕藉。斯
時也，歐盟豈不是 「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
死」？

撰文：博 文

書架＞＞＞

國際視野下的難民問題

自讀大學以後，每周到文星書店購買簡體
字書籍，是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天
，我個人的學術修養，除了得益於老師教導之
外，讀簡體字書籍亦受益非淺。內地出版社近
年出版多套學術叢書，都是我的心頭所好，因
為這些叢書一般都有頗高的學術水平。談起國
際難民問題，我想起家中 「牛津通識讀本」叢
書中的《國際移民》（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9年），作者是Koser, Khalid。書中有一章
講述難民問題，令讀者從多角度了解當前國際
難民的情況。

國際難民體系由一系列的法律構成，其中
對難民的概念做了界定並確定了難民的權利和
義務，以及各國應當遵守的一系列規範。關鍵
性的法律公約當屬1951年在聯合國會議上通過
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該公約將難民定

義為 「因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成
員或政治主張，確有擔心遭受迫害的充分理由
而流落於本國之外的人」。

該定義有不少方面引起了很大爭議。首先
是公約的通過日期，是六十多年前，無法說明
現代世界中難民的現實問題；此外，公約未明
確涵蓋那些因性別或性取向而遭受迫害的人；
該定義只適用於那些在本國境外的人，未有照
顧一些離開家鄉卻未能離境出國的難民；公約
對難民所下的定義在解釋難民為何逃離家園時
，強調的是迫害的概念。當今世界無疑仍然有
一些肆意迫害自己某些國民的政權。但似乎當
今大部分難民之所以離開家園是為了躲避衝突
而不是國家的直接迫害。

解決難民問題有三種長久之法，包括：最
佳方法就是自願歸國，讓難民們重返家園；第
二種方法是就地融合，即難民在僑居國永久定
居；最後一種方法是在第三國重新定居。

本書不但對難民問題有清晰的介紹，它更
從全球化角度下看移民現象。讀畢全書，你會

掌握到一些研究移民和難民的重要概念，當分
析當前歐洲難民情況時，自會有更廣更深的角
度。最後，中小學的同學們定要多學一些簡體
字，才可像我一樣，可以閱讀到更多更多高質
素的中文書籍。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走近港青＞＞＞

在這個網絡世界中，人手一部手機，對如
今港青已不再是稀罕的了。互聯網已全面融入
不同年齡組別港青的生活；2013年透過固定上
網 設 備 使 用 互 聯 網 的 10-14 歲 、 15-24 歲 及
25-34歲港青，分別佔99.5%、99.5%及98.5%，
而10-14歲、15-24歲和25-34歲港青每星期使
用互聯網的平均時間分別為18.5小時、30.1小時
和37.7小時，顯示年長港青使用更多時間在互聯
網中。

香港青年協會於2013年8月向520名10-24歲

港青進行使用智能手機情況調查，發現有71.3%
港青會於睡前使用手機，49.9%會於用餐時使用
手機，42.8%更會於如廁時使用手機，結果顯示
港青使用手機的頻繁度已滲入日常生活。互聯
網為港青帶來生活便捷，上網成為港青每天生
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這亦使更多港青成為上
網成癮的患者，問題值得港青自己和其家人及
香港社會的關注。

互聯網及電子產品的便利，愈來愈多人不
知不覺地染上了網癮；網癮是由於過度使用互
聯網，而令使用者工作、學習和生活等受到影
響和損害。上網成癮被心理學學者界定為與病
態賭博相似的行為，當他們試圖減少使用網絡
時間，會出現吊癮症狀，如坐立不安、憂鬱、
消沉或暴躁等感覺。

香港青年協會曾於2007年進行的青少年上
網程度的調查，訪問了3,360位小五至中三的青
少年，發現有15.7%港青為潛在問題上網者，有
5.4%為問題上網者，合共超過五分之一港青有
沉迷上網的危機。如何防止學生成為網癮者及
輔導五分一網癮港青，是港青、家長、學校和
社會不可迴避的課題。

在台灣，針對線上遊戲成癮的高風險學生
，院校推行 「聰明上網，幸福學習」團體方案
，有參與計劃的台中學生在輔導後，上網成癮
比例下降30%、每天線上遊戲時間多於三小時的
比例亦由47.2%下降到37.1%；參與輔導的學生
分享在課程中學習到聰明上網好習慣的好處，
並學會找出誘惑情境，做好上網時間管理和知
道如何拒繼續玩網上遊戲。不知香港是否也有
院校或團體推行相類的計劃，以協助有網癮的
港青變成一個聰明上網者，並不再受制於網癮
，沉迷於網絡中。

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

機不離手的一代

僅少數難民成功申庇護
在2015年抵達歐盟的難民當中，百多萬人

申請庇護，只有29.25萬人得償所願。以每10萬
人口計，匈牙利接受難民申請庇護的比例最高
，達1800人；瑞典緊隨其後，1667人。德國比
例不算高，只有587人。歐盟平均是260人。可

見，逃離家園的難民中，只有少數人可以申請庇護。
其中，獲批准留下，而得到新生的更少。其餘只能等待。

在現時排斥難民的社會氣氛下，許多歐盟國家的政府，都不敢
迅速批准大量難民的申請。他們只好長年累月住在難民營，或
靠微薄的救濟金過活！

去年180萬難民湧入歐盟
2014年，28萬難民往歐盟。根據歐盟邊境

部隊Frontex估計，2015年全年湧入歐盟的難民
人數達180萬。其中，超過100萬循水路。由北
非往意大利最危險，去年超過3770人遇難，由
土耳其往希臘遇難人數約800。通常都是因為偷

渡船隻超載，或為了避免給守軍發現，鋌而走險便出事。
雖然匈牙利在塞爾維亞邊境建了鐵絲網，意大利和希臘亦

加強防守邊境，但難民依然陸續有來。單單2016年頭兩個月，
已有13.5萬難民抵達歐洲。夏天是偷渡潮的高峰，且看幾個月
後歐洲會否出現新一波難民潮！

▲去年逃往歐洲的難民，大多數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說的 「逃離武裝衝突和迫害的人」

我教通識＞＞＞

關於以 「一帶一路」為主題
的教學設計，已經講了許多，之
前主要集中在背景資料和教學設
計的一些注意事項上，這一期談
談另一個教學重點： 「一帶一路
」引起的爭議。

通識教育科講究議題探究，
所謂 「議題」，說到底就是指社
會各方（也就是所謂的 「持份者
」）尚未達成普遍共識的問題，
議題，有爭議的問題，便是議題
，即使英文Issue，本身也包含爭議
的意思。好了，套到 「一帶一路
」這個教學主題上看，無可否認
，也不必隱諱，在 「一帶一路」
這個政策提出以來，在內地也的
確引起了許許多多的爭議聲音，
有支持的，當然也有質疑的。如
果將所有的爭議焦點概括歸納起
來，大致為以下三點，可以作為
議題探究教學的引導重點：

一是 「一帶一路」是不是真
的能夠解決當前中國面對的經濟
問題，例如產能過剩、外匯儲備
過大、資金投資欠缺出路等？

二是 「一帶一路」涉及龐大
的資金投入，把海量級的資金投
放到中東、中亞細亞、東南亞等
沿線國家，會不會面臨很高的政
治風險，最後血本無歸？畢竟這
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體
制，都遠遠沒有歐美成熟資本主
義國家那麼健全，隨時爆發政變
、內戰或者大規模激進社會運動
，甚至僅僅換一個執政集團上台
，都可以輕而易舉把之前與中國
簽訂的投資協定給推翻。

三是既然 「一帶一路」涉及
龐大的資金投入，那麼如果把這
些海量級的資金不放到高政治風
險的外國去，而是投放到國內，
對於刺激內需、提升技術、改善
醫療、教育、房屋、社保等民生
工程，豈不是更為有效？

嚴格來講，上述三點爭議焦
點，彼此之間是存在關係，不是
可以截然分開的。例如第一點和
第三點，其實就是比較投資於國
內比投資於國外，哪個更有效益
。第一點和第二點，彼此也是互
為表裏的。就算當下投資到國外
能夠產生巨大效益，但不可控制
的外部政治風險一旦出現，再好
的效益也會化為烏有。之所以這
樣區分成三個爭議焦點，純粹是
為了方便學與教，讓本身不熟國
情的老師和同學，可以化整為零
地先從小的焦點問題來理解 「一
帶一路」的爭議，然後再合三為
一，統整整個 「一帶一路」的爭
議。

這裏的教學難點，除了必須
先掌握之前提到過的背景知識之
外，還有兩個難點：一個是必須
具備一定的經濟學知識，哪怕常
識也是必須，否則難以理解什麼
叫產能過剩、刺激內需、技術升
級等等。教經濟科、商科的老師
和選修這類學科的同學，相對容
易掌握。可其他學科的老師和同
學，就可能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
了解準備，方可進行有質量的探
究活動。

另一個難點是，涉及的資料
不一定是公開可取的，例如，到
底投入了多少資金在沿途國家？
這些資金都涉及什麼項目等等。
目前在媒體報道最多的，當然是
真的撞上政治風險事件的投資項
目，例如投資印尼的高鐵項目忽
然停滯了，投資斯里蘭卡和緬甸
的水庫項目也遭遇類似的擱置，
在泰國的大米換高鐵也撞上了政
變等等。這就很容易讓人產生一
個感覺，彷彿 「一帶一路」總是
敗績連連，其實這更多的是因為
媒體更熱衷報道負面新聞而已。
因此，在尋找 「一帶一路」具體
案例資料時，應該注意要全面搜
集，不要僅僅集中在若干頭版頭
條的報道之中。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

一帶一路引起的教學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