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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維護港胞權益
▓黃俊輝

自去年中起，臺港傳媒開始關注及

報導香港居民移居臺灣意願上升，從申

請數字看卻不是有大幅增長，但令人注

意到的是香港中層及基層市民生活受高

房價、租金、物價高漲、生活及休閒空

間缺乏，加上政治上，香港與大陸的矛

盾日增，令人產生「避走」的念頭。

事實上，近幾年香港居民赴臺觀光

人次持續上升，筆者周邊的親朋都視臺

灣為短程旅行的不二之選，更是青年朋

友自助旅行的首選之地。大多數人都是

愛上臺灣的熱情親切、消費相宜、文化

多元、自然風光或是親子育樂的觀光點

等。

傳統上臺港民間關係密切，香港赴

臺升學的畢業僑生數萬人，近年隨著香

港學制改變，吸引平均每年二、三千人

申請，是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大陸後

的新高。

在1997年7月1日前，我國視香港華

籍居民為僑民，設籍及移居限制較今日

寬鬆得多，並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一章第4條內明定在英國治理結束前取

得僑委會發出的華僑身份證明書的僑胞

既有權益予以維護。

可惜的是，這數萬名取得華僑身份

證明書的友我香港僑胞，除了這一紙證

明外，從一些事例上反映出已被政府淡

忘；在申請我國護照(無戶籍)事宜上，在

1997年前僑胞可申請我國護照用作出國

觀光之用，但在1997年以後，持有華僑

身份證明書的僑胞所收到駐港單位或外

交部的答案是1997年7月1日起，香港已

非僑區，港澳居民不得獲發我國護照，

筆者在早幾年也去函問過也是獲如此答

覆。一晃十多年，去年下旬終於有位畢

業僑生鍥而不捨，依據法規，逐個部會

交涉往還，終於取得初步成果就是具華

僑身份證明書的香港僑胞，得持憑此國

籍文件向外交部申請無戶籍護照，愛國

僑胞表示欣慰。但問題卻陸續湧現，我

們申請到護照卻被內政部以具香港居民

身份之由，而不得申請簽發臨人字號入

國許可，結果空歡喜一場，護照變成裝

飾物，回國還是要使用香港護照或英

國國民海外護照，出國也因為沒有臨人

字，外國不接受入境，如新加坡規定

對無戶籍國民護照者要有臨人字才可入

境。

在得悉相關狀況後，我們十分失

望，也去信多個部會包括僑委會、外交

部、陸委會、內政部移民署等，最終也

向黨政渠道反映，結果內政部終修正不

合理做法並於本年1月4日正式公佈可以

接受申請。僑胞得悉十分感恩，也肯定

部會的效率及願意聽取民意。

但在部會執行上卻又一而再發生不

少插曲，首先是臨人字的效期問題，當

新做法公佈，持照者紛紛到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4樓辦理臨人字，一個工作天

取回，卻發現效期只得1年! 護照效期10

年而這個很重要的臨人字卻只有一年，

豈不是要連續10次去續期，還得花2個工

作天去親領，更令人氣憤的是當申請人

起初跑去辦事處提出申請，還被工作人

員查問為何有香港護照可以網上簽證，

還要取臨人字，多位友我僑胞均力斥其

非，表示因為愛中華民國才會申請，

這也是僑胞的權益。此外，在申請臨人

字，除了帶同申請表、中華民國護照及

照片外，還要求申請人出示香港護照，

此舉令人不解，按條例只需出示當地居

留權文件已可，為何要出示特區護照

呢？ 最終，我們再具函向內政部反映才

得以改正。

從以上總總，可見多個部會在處理

與香港居民及僑胞有關的事宜上有以下

問題：

1. 面對僑胞查詢，部會之間各自表

述，只機械式的重申部會職權或條例，

沒有主動協助及人性化跟進問題，僑胞

往往單打獨鬥，周旋於各部會。

2. 各部會混淆香港居民與僑胞身

份，或忽視了這群香港僑胞的權益。

3. 駐港單位過去並沒有積極協助或

反映香港僑胞權益問題。工作人員對僑

胞權益及身份認知有限。

4. 在無僑選立委可求助，加上身份

被忽視的情況下，相對韓國及菲國僑胞

近年多次向立委反映權益問題，香港僑

胞是另類的「亞細亞孤兒」，淪為無戶

籍國民中最弱勢的一群。

5. 資訊缺乏，迄今只有少數認識的

僑胞得悉以上進展，連一些僑團中人也

沒有任何概念，再加上年長的僑團先進

沒有上網更難得悉。

6. 沒有統籌或對口單位，究竟港澳

條例所言的既有權益維護由誰負責？抑

或是空談？

最後，值得讚揚的是內政部，因為

他們比較積極回應問題及願意修正做法

便民，可見民主政府是願意聽取民眾意

見，希望其他部會也能夠重視這群僑胞

的權益維護。（作者為香港居民）

▲近幾年香港居民赴臺觀光人次及移居臺灣意願上升。圖為香港街景，熙來攘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