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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專欄 

歐盟移民有貢獻 脫歐公投無理據 

今週大事件當然是英國脫歐公投。為了更貼近民情，筆者特意問了在英國工作的親

朋戚友，他們答案只有一個：脫什麼歐？不要搞事了。 

 

也許跟很多港人一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筆者有位朋友是在英國某間歐資銀行做

交易員，他差不多每隔兩至三年便轉工，次次身邊同事來自五湖四海，但又如何？他不

覺得來自歐盟國家的同事會削弱他們被聘請的機會。再問問在倫敦開餐廳的親戚，他們

都說這批外來移民十分刻苦耐勞，在本地人不大願意在熱廚房工作時，這些「外勞」便

成為維持餐廳營運的主力。 

 

當然，撐脫歐的人大有人在，原因很多，例如歐盟移民會搶飯碗之餘，亦爭奪本地

民生資源。其實這批人有怨言亦不無道理，圖一見到，根據英國倫敦大學的研究顯示，

自 2003 年開始，來自歐盟的淨移民人數大幅上升，每年差不多有 18 萬人是來自歐盟，

比起十年多年前只有幾萬人大相徑庭。升幅以十多倍計，難怪英國人要公投脫歐。 

圖一：英國淨流入移民人數 

 

就如上文所言，一眾歐盟移民來英國搶飯碗是支持脫歐者最不滿意的地方。的確，

由歐盟自 2004 年東擴以後，波蘭人已經成為眾歐盟移民中佔比最大的社群，佔達三成。

而且，歐盟於 2007 年接納了經濟情況更差的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根據世界銀行數據

顯示，這些東歐國家的人均收入遠低於英國。這些人遠道而來，在英國人眼裏不是搶飯

碗才奇怪。 

 

有人來就話搶飯碗，無人來就話驚工作人口老化，這是一個矛盾的現實。不過，英

國倫敦大學的研究指出，來自歐盟的移民對維持以至提高英國經濟生產力應有一定貢

獻。首先，文章指出在 2015 年上，約有八成五的歐盟移民接受過高等教育，比起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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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人的約六成為多。不單如此，圖二見到，在這批接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移民中有七

成八人是已受僱，而且來自 A8 國家（東歐國為主）移民的百分比更高達八成一，兩者

皆遠高於英國本土人士。在這可見，一眾歐盟移民並不一定是好食懶飛，而擁有高等程

度教育的移民對促進英國經濟發展有一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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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英國人民於當地就業情況比較

 

大家應該記得早前倫敦市長大選是由撐留歐派的工黨薩迪克汗當選。何解留歐派會

勝出？看看圖三，於 2015 年上，在英國本土出生的工作人口中，只有約一成人是在倫

敦工作，但歐盟移民卻高近三成。倫敦是英國以至歐洲的經濟貿易中心，試想想，若最

後英國脫歐，這批歐盟移民會何去何從？需要重新領取工作證嗎？筆者的朋友表達了他

的觀點：若果英國脫歐，或者一些來自歐盟地區的朋友會離開英國，但不代表英國本土

人就有着數，因為這批移民通常能操多個歐洲地區語言，在與非英語系的歐洲國家同事

工作大多能事半功倍。沒有了他們，企業運作一定受到影響，而這或許解釋了何解撐留

歐派的人能當選倫敦市長。 

 

投票結果無人能預計。但從經濟角度出發，今次脫歐公投，筆者投以留歐一票。 

圖三：2015 年英國出生與歐盟移民在英的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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