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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臨時居民
截至2024年第四季，加拿大共有逾260萬名臨時居民，當中包括140萬外地勞

工、66萬國際學生，以及他們的家屬和其他簽證人士。這些臨時居民現時約佔

全國總人口6.5%。聯邦政府預計通過設定國際學生的人數上限，以及收緊對外

籍臨時勞工的資格要求，在2025年將臨時居民減少至67萬人；2026年減少至51萬

人；2027年目標鎖定為54萬人，預計目標是至2026年底臨時居民人口佔加拿大總

人口的5%。

* 臨時居民轉為永久居民
根據新計劃，更多已在加拿大讀書或工作的臨時居民將轉為永久居民，移

民部希望在2025年的永久居民配額中，有四成是來自這些境內的臨時居民。米勒

指他們不會對加拿大構成額外負擔：「這些人都是年輕的勞動力，他們有技術，

也早已在這裡融入社會，不會在房屋、醫療和社會服務上構成額外需求。」

* 引入更多醫療及技術人員
該計劃還強調引進更多技術工人，超過62%的新永久居民將來自經濟類移

民途徑，特別是從事醫療和技術行業的人。

* 加強魁省以外法語社區
在未來三年的移民總人口中，按年增加法語移民所佔比例，由2025年8%增

至2026年9.5%，至2027年10%。 B

減少興建67萬新屋
1 0 月 2 4 日 ， 聯 邦 政 府 移 民 部 長 米 勒

（Marc Miller）宣佈了2025至2027年新的

「移民數量計劃」（Immigration Levels Plan），

一下子砍掉了27%的配額，移民部稱這樣

做，是為了在短期內暫緩人口增長，解決當

前在住屋、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的壓力，以

至將來能好好管理可持續的長期增長。

統計局稱2023年全國人口增加了約130

萬，是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歷史上人口增

長最快的一年，當中97.6%增加的人口來自移民，47萬是永久居民，另外80.5萬屬於臨時

居民，大部分是外地工人和國際學生。米勒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新計劃使加拿大在未

來兩年減少0.2%的總人口，預計可以由此（至2027年）減少興建額外67萬間新房子。

新政策的重點如下： 

* 減少永久居民
在2025年將50萬名永久居民配額減少至39.5萬人；2026年減少至38萬人；2027年目標

鎖定為36.5萬人。

聽聽國民怎麼說
自1996年起，移民部（IRCC）每年都會進行民意調

查，探討加拿大人對移民數目的看法。本年1月發表的

結果顯示：加拿大人對移民數目的支持度在2023年大幅

下降；在2023年3月至2023年11月期間，認為加拿大移民

「太多」的加拿大人比例上升了13%。這種情況是近20

年來少見的，似乎與移民影響住屋和社會服務的擔憂有

關。此外，移民部每年都會徵詢全國各地的有關機構和

合作夥伴，為「移民數目計劃」的制定提供意見。這項

推行多年的計劃目的為預計每年永久居民人數，並為每

一個移民類別設置配額目標。

今年5月至6月期間移民部以網上問卷調查，訪問了

全國6,000多個有關機構和合作夥伴組織，又另設專門網

頁，供公眾自由參與問卷調查。前者共有997個機構完成

問卷，後者則有3,626個公眾回應。除了網上調查外，今

年7月至8月期間，移民部舉行了五次網上公聽會，邀請共

1,01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有關機構和合作夥伴參加會議。

政治影響移民人數？
在2019年美國數據分析公司Gallup的調查研究中，加拿大被全球145個國家的

被訪者選為「世界上最接受移民的國家」；然而，當這幾年移民人數屢破紀錄之

際，國內調查卻顯示，認為移民太多的國民大幅增加。如今加國大大削減移民配

額，究竟是甚麼因素決定移民數字？

歌頌零開始
文炳坤博士音樂事奉
40年的見證 P.20

* 加拿大的經濟和地區需求，包括各行業的需求。

* 向難民和需要保護的人提供庇護的國際義務。

* 移民部及其合作部門及時篩查和處理申請的能力。

* 安置、融入及接納新移民的能力（包括安置服務、

住屋、公共基礎設施、醫療服務等）。

除了這些因素外，加拿大移民政策評論員阿薩爾

（Kareem El-Assal）曾經撰文分析，認為還有一個最重

要的決定因素—政治：「無論經濟的考量如何，或公

眾意願是怎樣，在任政府會根據政策所帶來對選舉的影

響，以此決定移民人數。」加拿大聯邦大選將在2025年

10月舉行。 B  

每年11月1日或之前，移民部部長必須向國會兩院

提交一份關於《移民與難民保護法》（IRPA）運作的

年度報告—《國會移民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to 

Parliament on Immigration），這是一份法律規定的文件，概

述加拿大的移民系統和政策，並詳細介紹上一年度的移民

情況。「移民數目計劃」是該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詳細

說明加拿大將接納的移民數量，並設定第一年的具體目標

和範圍，第二年和第三年的預期目標。

當計算未來接收移民及臨時居民的數目時，移民部在

其網頁上稱會考慮以下因素： 

*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優先事項和目標。

民意有多重要？
從今年移民部發表的調查結果來看，參與調查的有關機構沒有共同看法，對究竟移民是太多還是太少莫衷

一是，由此看來他們的意見只作參考之用。綜觀結果而言，大多數受訪者會優先考慮經濟類別的移民，對於去

年「移民數目計劃」中2025年和2026年的目標則看法不一。住屋、醫療保健和就業支援，被認為是接納更多移

民的首要投資重點，並特別關注改善服務和基礎設施，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經濟移民計劃，

並未完全滿足當前的勞動力需求，並指出外國資格認證和技能不匹配是主要問題。對於臨時居民的5%削減目

標，有關機構和合作夥伴意見分歧，對目標是過高還是過低沒有明確共識。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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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民未來三年配額（2024年10月公佈）

移民類別

經濟類別
家庭類別

難民及受保護人士
人道及同情*

整體永久居民配額

2025

232,150
94,500
58,350
10,000
395,000

2026

229,750
88,000
55,350
6,900

380,000

2027

225,350
81,000
54,350
4,300

365,000

臨時居民未來三年配額（2024年10公佈）

類別

外地工人
國際學生
抵達總人數

2025

367,750
305,900
673,650

2026

210,700
305,900
516,600

2027

237,700
305,900
543,600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2023年6月16日加拿大人口突破4,000萬大關，統計局稱此為「歷史里程碑」，

增長主要來自於永久和臨時居民的入境。2023年11月7日，聯邦政府更雄心勃勃地宣佈

2024至2026年的移民計劃，打算在未來三年逐步增加移民人數，達至2025和2026

年每年50萬人限額；然而不到一年，這個人口增長大計突然急速轉彎，聯邦政府在今

年10月底宣佈削減未來三年的移民限額，將每年目標50萬人，按年遞減至2027年的36.5萬人。

這項計劃宣佈後，引來各方擔憂，包括以「救生艇計劃」來加的香港人，他們擔心等待永久居留

（PR）的審批時間大大延長，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取得身份；經濟學家及商界亦擔心減少移民對加國

經濟帶來衝擊，直接拖累國家生產增長。 撰文及策劃：陳筱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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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聯邦政府在近期宣佈將未來三年的移民配

額，從原定的逐步增長突然轉為大幅削減，這令許多計

劃移民的人感到忐忑不安，特別是那些已經按照先前的

政策，如「救生艇計劃」，遞交了申請正在等待結果的

香港人，更是陷入深深的焦 慮之中。世事難料，任何事

情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在移民過程中，遇到阻滯和困難

是難免的，「等待」本身無疑是一種煎熬和試煉。在等

候的過程中，人們常會感到無奈無助、煩躁不安，甚至

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當中也有進退失據，舉棋不定，

最終落得兩頭不到岸的人。要知道，人生有很多時候並

不是一直在前進，耐心等候是一個需要學習的功課，學

會等候，在等候中昇華自己，尤其是有信仰的基督徒，

更要在等候中學會完全信靠神，明白祂的時間表和道路

遠勝於人自我的計劃。慈愛的父神，其實早就賜下應許

和安慰，給那些正陷入茫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

5章7節）

由於申請移民加國的人數眾多，政府處理個案時

間冗長，這難免讓申請人在等候的過程中怨聲四起。

《聖經》中記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也有類似

的經歷，他們本以為離開為奴的地方，就能過上自由和

幸福的生活，不曾想到等待他們的，卻是在曠野四十年

的漂流。在這漫長的歲月裡，以色列人一直在埋怨，並

懷疑眼前的境遇乃來自盲目的跟隨；然而，摩西不斷鼓

勵百姓，要信靠並倚賴引領他們出黑暗入光明的耶和

華。以色列人最終學會順服，結果在神的帶領下進入應

許之地。

移民政策生變，審批時間拖長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等候期間，不妨以開放積極的心態坦然面對。在等候

中繼續做好自己本份，積極為將來的生活進行知識和技

能的裝備，期待取得身份後，有著更好的發揮機會。在

今期專題一位移民顧問的分享中，提到一對夫妻最初申

請的是創業移民計劃，然而因政策變化，在等待期間他

們獲得了新的資格，最終通過

另一種途徑成功移民。正如移民顧問的忠告：「移民

政策經常不斷修改，有時這條路斷了，又可能會有另

一條路的出現，憂慮是沒有用的，期間應先做好自己的

本份。」

現時不同國家在收納新移民的政策上，經常都會因

應實際的環境而作出修改。在此要推介一個最簡單、最

方便、最有保障的移民途徑給大家。因著耶穌在十字架

上完成救贖，相信並接受祂的人便有了出路—「因為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馬書10章13節）。

只要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便可以成為神的兒女、天國

的子民，一次得著就永遠得著，憑著這個永不改變的身

份，便可以進入祂所預備的天家，在那裡得享永福。很

多人為了覓得安居之地而作出移民抉擇，你可願意為有

把握進到永恆之家，而踏上尋求得救之路呢？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

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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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時代之下，三個香港人分別來到加拿大，他們

都渴望在這裡落地生根，盡快做個加拿大人，但永久居

留（PR）的審批時間越來越長，加上現在宣佈削減移民

配額，PR身份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批出，他們只能無奈

地停留在客旅寄居的階段，人生大計無從展開。 

以不變應萬變 追求天國公民身份

「救生艇」
會成為沉船嗎？

沒有身份讀書難
當倉務員   為要儲夠工時

35歲的阿廷之前在香港讀了兩個碩士學位—哲學和宗

教研究，他稱當時為的只是興趣，完全沒有想過會帶來甚麼

機會，但想不到2022年畢業前加拿大推出了「救生艇計劃」，

他正正符合了 Stream B 的要求，可以藉著大專畢業生的資格

申請開放式工簽，做夠工時後便可申請移民。於是他在9月

碩士畢業時，馬上入紙申請，12月即順利取得工簽。「既然

加拿大有這個計劃給香港人，我怎樣也要來試一下。」

阿廷在2023年7月隻身來到多倫多，讓自己由夏天慢慢

過渡到寒冬，他從來沒有來過加拿大，當時在多倫多也不認

識人，只有前上司介紹的一個朋友，大家素昧平生，但也靠

著這個從未見過的朋友，租下了密西沙加一所房子的地庫，

一直住至現在。

7月抵步，阿廷9月就在同區找到了一份倉務員的工作，

開始加拿大打工的日子。「找工作的過程挺順利，我來之前

已明白要由低做起，最重要是儲夠工時，所以選擇工作時沒

有壓力。」阿廷坦言倉務員的工作很簡單，同事之間也相處

愉快，很快便適應了加拿大的生活，自己也為這一切感恩。

大門收窄   不知身在何處
阿廷對今後加拿大的生活充滿憧憬，他在今年9月做滿

所需工時，隨即入紙申請永久居留，當時估計明年3月應可

取得PR，然後爭取9月以本地學生的身份入學進修與醫療有

關的課程，大學生物系畢業的他，在香港也曾做過相關行

業。然而，由於「救生艇」申請PR的積壓個案越來越多，

他越發心寒：「以前等待時間是4個月，後來就變成半年，

現在就變成一年。10月更宣佈削減移民配額，『救生艇』屬

於人道及同情類別，我們還要和烏克蘭、蘇丹來的人共用1

萬個年度配額（以後每年遞減），我估計香港人的申請個案

約有2萬個，就算是每年分到3,000個配額，那我豈不是要等

上6、7年？」

對於這個改變，阿廷稱自己也估計不到：「以前常聽

見別人說這邊政府經常出錯，好像我辦了OHIP卡後，過了

兩個月竟然有信通知我去檢查子宮頸，這些事我只是一笑置

之，但政策『五時花六時變』，令人好不焦慮。我們上了

『救生艇』的人，移民大門一下子收窄了，令人感覺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不知身在何處）。」

前路不明   心裡很不踏實
原來計劃暫時不能實行，阿廷無奈之下只能構思B計

劃：「我想過返回香港讀一個醫療專業學位，然後循著加拿

大『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申請，又或去其他需要

醫護人員的歐美國家，這樣移民的機會可能大一點。」除

了B計劃外，阿廷還有一個C計劃，那就是以國際生的學費

在本地修讀個人支援（PSW）的半年課程，畢業後便可以工

作，將來更可以銜接護士課程；而眼前他希望能搬到較便宜

的地區：「現在1,200元的租金佔了我收入的一半，每個月的

收入只能應付開支，一點錢也剩不下來，感到不太安樂。」

阿廷很喜愛加拿大的生活，他渴望通過進修提升個人

能力，在此落地生根，但目前最大的苦惱是前路並不明確。

「不知將來還有甚麼會變，心裡很不踏實，民主國家難道就

是這樣善變？」

沒
有
身
份
買
屋
難

符合資格   馬上申請移民
2022年2月Peter在香港取得開放式工簽後，家

裡三個孩子馬上退學，一家五口4月落腳多倫多。

「我們不想再等，那時香港因為疫情不能上課，

加拿大又正好解封，所以我馬上買機票，早一點

來加拿大打工儲工時。」

事實上，Peter早在2018年已有移民打算，之

前找過移民顧問以省提名（PNP）的方法申請來

加拿大，但遲遲沒有下文，他也曾考慮過去英

國，但當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推出「救生艇計

劃」時，他因為之前修讀了一個兼讀的碩士課

程而符合 Stream B 的資格，二話不說馬上申請。

「我們比較喜歡北美文化，小孩子逐漸長大，我

很想早一點來這邊安頓下來。」

海外買家，買屋要額外付重稅，現在租的房子是一

間三房小鎮屋，我們夫婦兩人用了一間房 work from 

home（在家工作）；一間房給14歲和11歲的女兒；8

歲的兒子只能跟我們夫婦同房。孩子大了不夠地方

住，兒子應該有自己的房間，兩個女兒也很想有自

己的獨立空間。我們很想買屋，但現在不知PR甚麼

時候批下來，應否去另租一間大一點的房子呢？」

Peter坦言沒有PR身份，很多事情都不能計劃。

「假如今年PR不批下來，工作證明年4月便到期，理

論上那時就不能再上班，那現在應否去申請一個過

渡性的工作證（Bridging Open Work Permit, BOWP）

呢？沒有工作證，孩子又是否能繼續上學呢？」

學習適應   喜歡加國生活
對於當初選擇加拿大而沒有去英國，Peter表示

不後悔，但不諱言自己太樂觀：「走英國BNO的路，

時間比較長，那時我想來加拿大只要工作一年，幾

個月後便會批出PR，再過幾年便會成為公民，但

想不到政策日日變，令人失去預算。我們放棄了一

切來加拿大只為在這裡扎根，過程慢並不重要，最

要緊的是有個『譜』（時間表），不是無了期地等

下去。我們有工作還好一點，如果沒有工作要吃老

本的話，那究竟錢可以『燒』多久？有人以為我們

這班香港人帶著很多錢來嘆世界，其實很多『救生

艇』移民都不是這樣，我們要上班，要擔心柴米油

鹽，一樣有很多煩惱。」

Peter表示自己很喜歡加拿大的生活、天氣和環

境，工作壓力亦比香港少，而人到中年轉行，也讓

他有意想不到的體驗，但他指自己仍然要學習適應

加拿大的獨特文化：「我們以往在香港做事按部就

班，要達成一件事，做足之前12345的步驟，便可以

去到6，但現在我已經做完前面5步，究竟要等到何時

才去到6？好像人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Peter本身在香港公營機構擔任行政工作，來到多

倫多後也想重投相關行業，但發出的求職信都沒有回

音，心裡就想甚麼工作也要幹，以盡快儲夠工時為

上，最終和太太一起找到銀行工作。「那時加拿大疫

情剛解封，每一個行業都需要大量人力，我在銀行的

信用卡客戶中心找到工作，太太則入職投資部門，雖

然都是很初級的職位，但總算是全職，一年後儲夠工

時便申請PR。」

文件齊全   就是沒有批出
他在2023年9月底入紙申請PR，根據之前申請者

的經驗，他本來預計在2024年初便應該批下來。「我

們估計怎樣也應該在上半年會批出，良民證、身體檢

查等文件都已經交了，但不知為何，至今完全沒有

消息，我們也向IRCC查詢過，只知道所有文件都齊

了，就是還沒有批出。我在『救生艇』的群組中，知

道9月中的申請也已經獲批，但9月底的申請卻石沉大

海，彷彿一切停了下來。」沒有PR身份，很多計劃都

開展不了，包括買屋置業。「沒有PR身分，我們是

達成共識   走上移民一步
加拿大在2023年2月宣佈放寬救生艇 Stream B 的畢

業年期，由5年延長至10年畢業期限，Christy一家本來沒

有移民的打算，但丈夫聽到消息後，找出10年前一個進

修課程的證書，畢業日期剛好符合要求，他們於是遞表

申請，幾個月後便獲發開放式工簽了。

Christy稱夫婦二人心裏當時有很大掙扎，香港的生

活很安穩，丈夫幹著自己喜歡的IT管理工作，自己亦有

工作，家裏有信得過的工人姐姐及奶奶照顧小朋友，但

為了兩個當時念幼稚園和小四的兒子，心裡盤算著是否

要走上移民這一步。「心動不等如行動，要放棄熟悉的

環境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們為此祈禱等候，大家一

起商量，最後達成共識—為了兒子決定來加拿大，最

後香港的屋竟然也在經濟不景下順利售出，我們都相信

這是神的帶領。」丈夫要在加拿大重投IT本行實在不容

易，Christy稱他為了要做夠工時，甚麼工作也願意幹，

食物從業員（Food Handler）的證書也修讀了，但也找

不著正式的工作，現在只能做一些不符合 Stream B 要求

怕「救生艇」變沉船
的臨時倉務工作，Christy表示自己很欣賞丈夫的刻苦精

神：「我們明白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人只能盡

量去適應，改變不到的話就麻煩了，但是我們都需要

依靠神的帶領繼續前行。」

放棄所有   只為來加拿大
雖然只是來了幾個月，但Christy表示一家人都適

應下來，小朋友喜歡返學，也很快就有合適的教會生

活。「他們很歡迎新移民，弟兄姊妹互相幫忙，每星

期都開車來帶我們返教會。」

對於加拿大削減移民配額的政策，Christy表示還

未太擔心，因為他們連起步儲工時也未開始，短期內

只會集中精神找工作，但她明白政策改變所帶來的焦

慮：「這艘『救生艇』本來是用來幫助香港人的，但

假如政策改變而令申請居留有問題的話，那會否令我

們『搭沉船』呢？很多人都是辭工賣樓，放棄所有的

東西來加拿大的，有些人連股票也賣光了，蝕賣（虧

本放售）也在所不計，一切只為了來加拿大，假如沒

有準則，我們究竟在這裡等甚麼呢？」 B  請上號角
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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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月宣佈削減移民政策後，多倫多持牌移民顧問Yvonne Chow

接受本報訪問時稱，她的顧客有兩種反應：還未入表申請救生艇計

劃的顧客會擔心將來永久居民身份是否一定會被批出，會否來了加

拿大之後政策再被更改而被拒；另一方面已經入了表申請永久居民

的顧客亦擔心，雖然可以申請開放式工作簽證，但是身份一日未落

實，一日都在擔心。 

在
等待中做

好 本 份 在等 待中做好本份

政策改變帶來焦慮
Yvonne聲稱當初「救生艇」PR申請的審批時間由四個月至八個月，

到現時變成大約一年半，這的確令很多申請人措手不及。「還未申請移

民的人很擔心，怕在香港已經賣屋賣樓決定來讀書（Stream A），讀到

一半然後發覺拿不到PR。就好像之前學習和工作簽証申請人的同行配偶

是可以有開放式工簽的，突然又取消了，這些心路歷程也會很痛苦。」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加拿大公民，Yvonne也看到了快速吸納移民和

臨時居民所帶來的後果。她指出：「每年接收50萬移民，還不包括臨時

居民，但政府並沒有有足夠的配套（如房屋，醫療和給新移民找尋工作

的輔助計劃）來應對這些人口的快速增長。政策的突然變化，取消了大

專院校留學生的畢業工簽，就引發了印度留學生的街頭抗議。他們中很

多人是借錢來這裡留學，為的是追求更美好的未來，很多留學生成為了

今次移民政策突變的受害者。」

做好準備交齊資料
Yvonne在多倫多從事移民工作十五年，她指為香港人而設的「救生

艇計劃」，是港人千載難逢移民加國的黃金機會，但申請人也要做好自

己的本份，在申請PR時交齊所有文件也是很重要的：「現在配額這樣

少，還要和其他國家的申請者一起分用，假如別人資料齊全，你有甚麼

甩漏（錯漏），再要等你補回文件的話，那今年的配額用完，你便要等

明年的配額了。我有客人申請PR，遞交後幾個月被移民局要求補文件，

因為相片規格不符合要求，結果耽誤了大半年時間，其實很多錯漏是可

以避免的。」

Yvonne舉例，申請救生艇計劃時需要證明自己有留在加拿大的意

向，「好像你有沒有找工作的證明，例如Indeed的工作申請記錄，有沒

有租屋證明？租單是否過期？遞交的個人照片是否合規格？這都不只是

填表的問題，有經驗的人做會比較細心及穩妥一點。」

此路不通另有機會
對於削減移民配額會否影響「救生艇」港人取得PR的機會，Yvonne

相信加拿大政府不會反口，問題只在於等待審批的時間；而移民政策經

常不斷修改，有時這條路斷了，又可能會有另一條路的出現。Yvonne稱

自己有客人本來用初創移民身份（SUV）辦移民，等待期間太太有開放

式工簽可以打工，結果反而符合了 Stream B 的要求，做滿工時已入表申

請PR。

「救生艇」屬於人道及同情的移民類別，Yvonne亦有為香港人申請

這個組別的案例。「我試過為一個擁有加籍的港人申請妻子來加，他太

太是獨女，他們女兒一出生已是加拿大公民，而太太媽媽在香港沒有任

何親人，我為她用人道及同情類別申請，結果移民部酌情讓媽媽取得

PR，跟女兒一起過來，不用再在香港等女兒成為永久居民後，再用家庭

團聚方法申請過來。這個案例成功獲批令人非常開心。」

Yvonne寄語港人在這個政策改變的時刻，抱著平常心態，「憂慮是

沒有用的，政策改變的時候先做好自己本份，Stream A的好好讀書，有

知識的話，有甚麼風吹草動找工作也比較容易。而且加拿大政府亦承諾

會推出新政幫助在加畢業的留學生更容易成為PR。Stream B 的，因獲得

在加拿大工作的機會，對以後繼續留在加拿大工作有極大的幫助。」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欣賞時事加號影視及本文聆
聽版。

加拿大前總理梅龍尼（Brian Mulroney）曾倡議增加加拿大的人口，在任期

間（1984年至1993年）大幅增加移民配額，這也正正是當年香港人移民潮的高峰

時代；2021年他在公開論壇中，再次強調增加人口對加拿大的重要，基於經濟和老

年化的嚴峻問題，他呼籲在世紀末2100年將加拿大人口提升至一億人。現在加拿大

削減移民配額，這個夢想還能實現嗎？

一億人口

增加人口競爭有力
「百年倡議」（The Century Initiative）是加拿大

一個非牟利的遊說團體，由威斯曼（Mark Wiseman）

和巴頓（Dominic Barton）在2014年共同創立。巴頓曾

在杜魯多（Justin Trudeau）三個任期內領導經濟增長

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n Economic Growth）。

「百年倡議」多年來一直鼓吹加拿大在世紀末人口增

至一億的目標，理由是世界天天在急速變化，加拿

大假如要保持生產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必須在

2100年將人口增至一億，這才不會被老年化、少子化

的問題拖垮，他們相信這樣「可以減輕政府在資助醫

療保健、老年保障和其他服務方面的財政負擔。這還

可帶來更多的技術工人、創造力和建設加

拿大經濟的活力。」

對於聯邦政府早前削減移民配額，

「百年倡議」的 CEO 拉蘭德（Lisa Lalande）

回應，認為這樣做是一種極端的「鐵鎚解

決方案」，製造恐慌和不穩定性，帶來負

面影響，加劇關鍵行業如護理中心、建築

工地和研究機構勞動力的短缺。至於加拿

大今天面臨的問題，如房屋短缺、基礎設

施和社會服務不足，需要的是全面而長遠

地解決問題之道，而不是短視的削減移民

政策。「百年倡議」在今年10月就發表了

一份名為《精明增長》（Growing Smarter）

的報告，其中詳述了其他國家，以至省份

在應付人口增加時，怎樣同時發展基建和

服務。

商界擔憂招聘困難
事實上，一些經濟學家亦擔心削減移民會帶來經

濟上的負面影響。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報

道，阿省中央信用合作社（Alberta Central）首席經濟

學家聖阿諾（Charles St-Arnaud）指出：「如果不是去

年的人口增長，加拿大經濟早在2023年底就陷入衰退

了⋯⋯移民讓經濟得以維持下去」。聖阿諾解釋，整體而

言，越多人來到加拿大，花在加拿大的錢也越多，儘

管每個人在經濟不景壓力下都減少了花費。

豐業銀行（Scotiabank）經濟師楊格（Rebekah 

Young）亦表示，即使因人口增長放緩或人口萎縮

而導致 GDP 略有下降，也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即使是下調0.5%或0.75個百分點，這仍然是GDP的

萎縮，而不是GDP的增長。」

另 一 方 面 ， 加 拿 大 商 界 亦 擔 心 減 少 移 民 及 臨

時居民對勞動力帶來的影響，加拿大獨立企業聯會

（CFIB）表示，其成員在加拿大許多地區都面臨著

招聘空缺職位的困難。CFIB的主席凱利（Dan Kelly）

表示，現在根本就沒有人排隊去應徵快餐店的夜班工

作，他將臨時和永久移民稱為「加拿大經濟的天賜之

物」，並認為這對於全國企業的運營至關重要；他表

示其協會成員在招聘上一直遇到困難，而提高工薪亦

不一定有效，特別是對於飲食業來說，因為要增加工

資來吸引從業員，經營成本勢必增加，而加拿大消費

者並不太願意去接受這種加幅。

房屋短缺問題複雜
至於減少移民配額，是否真的可以

舒緩房屋市場的需求？早在去年底加拿大

央行副行長格拉維爾（Toni Gravelle）在

一次演講中已表明，加拿大房屋不足早在

2015年已出現，新屋的建設未能跟上人口

增長的步伐，反映了一些結構性挑戰，例

如分區（zoning）限制，許多城市都有冗

長的許可審批過程，以及建築工人短缺等

問題。

「住屋供應問題相當複雜，我們需要

各級政府在各種政策上通力合作。」換言

之，移民潮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
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神話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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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約爾看重向一般平民百姓傳揚福

音，主張以淺白中文書寫《聖經》，忠信

地根據原文翻譯；他的意見為倫敦傳道會

接納，《委辦譯本》的出版也由此開始。

台約爾夫婦堅持推動女子教育，甚至把女

校搬到家中，著名的新加坡聖瑪嘉烈女

校，就是台氏夫婦不忍看見女孩被公開拍

賣，成為富人的奴隸，而一手創辦的。

為中國活為中國死
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地緣

政治大變。1843年不少宣教士於香港舉行

會議，商議對策，互相協調。台約爾從新

加坡出發，會後到福建佈道，不幸途中於

廣州感染熱病，不治逝世，年僅39歲。

台約爾臨終前寫信給妻子和兒女，盡顯心中厚愛。他給妻子的訣別信中寫

道：「讓我埋身在此，埋身在中國！藉我們埋身之地，贏得中國歸屬基督。但，

不！我親愛的，我豈不是還要再見你、再親吻你、再擁你入懷嗎？」早在他1歲的

女兒突患重病時，台約爾已於給朋友的信件中寫道：「任何不能為中國捨身的意

念，都令我沮喪萬分。我唯一的心願就是：為中國而活，為中國而死，好指引中

國人明白，耶穌基督的寶血，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台約爾夫婦的心志影響

了他們的孩子，也影響了他們的女婿。

台約爾、戴德生和很多宣教士，都死在中國、葬在中國，但他們都仍在說

話：「耶穌基督的寶血，是通往父神的唯一道路！」親愛的朋友，您聽見嗎？您

願意相信、接受耶穌嗎？請用本報決志表跟我們聯絡。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鑄字立人
放棄考取律師牌照 

台約爾（Samuel Dyer）1804年生於英國的格林威治，八兄弟姊妹中排行第

五。父親約翰是皇家海軍的秘書長，馬禮遜與約翰相熟，在修讀醫學準備到中國

時，曾聯同中文老師拜訪約翰。台約爾12歲前在家中接受教育，16歲清楚信主，

隨即於教會積極事奉。台約爾品學兼優，入讀劍橋，修讀法律及數學。一日，

台約爾在父親書房中，讀到印度宣教士梅察理夫婦（Charles Mead）的故事，其

中包括了梅察理太太喪禮中的證道，經文是「……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

命。」（啟示錄12章11節）台約爾大受感動，決定放棄考取律師牌照，把生命獻

給海外宣教工作。

馬禮遜回英述職，並於各地招募宣教士。台約爾報讀馬禮遜於倫敦開辦的

中文課程，在馬禮遜學中文的13名學生中有兩名婦女，一是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是第一個踏足中國的女宣教士；另一位是譚瑪莉（Maria Tarn），是

倫敦傳道會理事的女兒。台約爾與譚瑪莉墮入愛河，不久便結婚，隨即接受差

派，到馬六甲展開工作。他們共有5名兒女，除夭折的兩名外，其他都繼承父母

心志，於中國為福音努力。

 創辦聖瑪嘉烈女校
台約爾伉儷於1827年到馬六甲，因清廷的閉關政策，只能於南洋一帶向華僑

傳講福音。台約爾語文能力高超，除之前從馬禮遜學了普通話外，台約爾更能用

流暢的閩南、潮州等地方方言講道，深受華僑歡迎。

馬禮遜於1818年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除協助宣教士作育英才外，亦

大力推動文字工作，歷史上首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在「英華

書院」出版。台約爾投放大量精力於出版工作，他矢志改進中文書刊的印刷技

術，引入西方的活字方法，以金屬鑄造字模，代替傳統的雕版刻印，成本及效果

都得以大大改善。時至今天，中文印刷中最常見的「細明體」，就是台約爾親手

研制，逐字鑄造而傳承下來的。

台約爾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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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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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道美麗的彩虹
作為一個全天候看護者，要扮演的角色，真是見仁見智。很多人認

為，看護者要付出愛心，擺上時間；對我來說，擔任看護者是一名學徒

學習實踐信仰的機會。太太康復初期，真是不容易過，一方面要照顧她

每一天身體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也要學習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雖

然初時流的眼淚多，但經歷到神的恩典更多，一點

一滴難過的眼淚，漸漸成為感恩的眼淚。不知不覺

已經渡過了十多年時間，真是想不到當年流的每一

滴眼淚，今天就如積聚的雨點，經過陽光折射後，

成為一道美麗的彩虹，像神的愛一樣，使生命綻放

色彩，藉著不同的機會，分享我們的經歷，祝福了

很多人；不但如此，這場風暴帶來了機會，讓自己

重新學習甚麼是愛，而每一天靠著恩典，繼續學

習，成為一名實踐信仰的學徒。

將信仰的核心實踐出來
多年來我倆在教會音樂事工上事奉，太太擔

任成人詩班指揮，我則負責兒童詩班。在音樂事奉

上，能盡心地與詩班唱出我們的信仰固然重要，但

當我們沒有能力再在音樂範疇上服侍時，便體會到

活出信仰更重要。雖然起初退休的計劃不是這樣，

但感恩今天透過不同的媒體，可以到處作見證，分

享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鼓勵了很多人歸向神。唱

出我們的信仰是一種造詣，甚至可說是一種才華，一種恩賜；但能夠活

出詩歌中的真理，就能將信仰的核心實踐出來，讓別人認識到信仰的真

實。慶幸這個信仰的核心，不是別的東西，而是永恆的愛。

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
若視照護別人為一種工作，每一天都是為工作而工作，被照顧的人

一定不會感受到愛和鼓勵；反過來說，當她感受到愛和鼓勵時，就可以

看到盼望！多年來，我安排了兩位專職看護者協助照顧太太，讓我每天

早上也有一個「歇息」（Respite）的機會，可以外出運動和處理自己的

事情。更感恩的是，這兩位好姊妹，都是跟太太相

識，以前一同事奉的。她們對太太的照顧，不單是

每一天的工作，最難得的是在相處中，讓太太能感

受到在主裡面弟兄姊妹的愛。姊妹付出的愛心，使

太太從當初康復機會甚微，進展到今天說話能力、

記憶力和行動都大有進步；她康復初期說話是一個

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後來是不連貫的上句不接下

句；今天雖然仍沒有表達專用名詞和名字的能力，

但可以對答自如；此外，行動和上落樓梯時充滿信

心，記憶力也越來越好。

活出愛的姊妹的擺上
這兩位活出愛的姊妹實在功不可沒，她們的

名字是王若敏（Jomin）和林鳳仙（Peggy）。在

《愛 Plan B》電影中，監製特別安排她倆在不同的

場景「出鏡」，而且次數比其他臨時演員多。我相

信這樣的安排，是特別感謝她們多年擺上愛心，讓

我們每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都勾起一段段美好

的回憶。這篇文章是我撰寫《彩虹下的心聲》系列的總結，期望以後的

日子，這兩位在我們色彩繽紛的人生旅程中同行的見證人，繼續實踐信

仰，在《號角月報》分享她們彩虹般的見證，給更多人帶來祝福。 B  

請上號角網站www.heraldmonthly.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

賣掉舊房子搬進老人屋
搬家是件大事，將近聖誕新年，「您老

太太湊甚麼熱鬧？」「我10月生日已過，94歲

了，若沒有孩子們和教會弟兄姊妹的幫忙，我

根本不敢動。」「要搬，該更早搬！」「對，

前一陣子我就以為要搬了，因為申請的老人屋

這次我真的要搬家了！

批下來了，房間也有了，只差拿鎖匙了；沒想到整個事

件是烏龍，我根本不夠資格申請，因自己有房子，好在

發現得早，不然搬進搬出多麻煩。這次現在雖然還沒真

正搬進去，但跟上次完全不同；上次填表送進去之後，

等好幾年，這次是姊妹提意見，三下五除二，就找到房

子解決了！「唉，囉嗦，到底是甚麼回事呢？」「別

急，容我慢慢的告訴你。」

孫女高中畢業，不打算在美國升學回國了，她爸

爸、我大兒子不放心我一個人，留在現在我認為可愛，

但樓梯很多的家裡繼續住。談起來我們都認為，把大的

賣了，換一個小的、沒樓梯的房子比較好，兒子説最好能

找個24小時陪伴的人。和姊妹們談起，發現那不是我現

在在美國能負擔的，有一位一直非常愛我、疼我，並且

幫助我的姊妹建議，我搬進老人院，我告訴她，我以前

的烏龍事，並且政府的規定，自己有房子就不能申請。

「把房子賣掉，搬進老人屋有人照顧，平安最重要。」

想想，「嗯有道理。」

樣樣都好每日只有一餐
第二天晚上吃完飯，大兒子興匆匆地拿著ipad打開

放在我面前，裡面有好幾個他認為會合我心意的，因

為我主日上下午去兩間教會敬拜，那是我屬靈的家，弟

兄姊妹是我的家人，他們都非常愛我，關心我，我不想

搬離他們太遠，並且房租都很貴，最後選了一間價錢稍

低，地點就在兩間教會中間的老人屋。

兒子跟對方用手機約了時間，我們去了，還沒進

去我就喜歡了，因為我平常經常去的一間超市就在旁

邊；進去後見到接待我們的人，禮貌好、和藹可親，馬

上加分了！我們看了三種房間：第一種一房一廳、有廚

房、洗手間、陽台、衣櫃；第二種跟第一種一樣，只是

多了洗衣機；第三種是多一個房間、多半個廁所（就是

沒有洗澡的設施）。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怎麼選？我

選的是第二種，有洗衣機方便很多，價錢也比較合適。

兩間房貴很多，我選的那種，如果客廳用沙發床，有人

來暫住，拉開梳化關上門，也可算自己的房間。並且有

人員負責打掃衛生，也包換床單、毛巾，像旅館一樣；

也有醫護人員定期檢查身體，接送住客買菜，看醫生，

似乎樣樣都好，只有一樣，每日只有一餐，但不限時

間，這個我並不介意，因為我根本一向不吃早飯，也不

想頓頓吃西餐，這樣我更喜歡；還有合同中不限一定要

住多久，不喜歡隨時可以搬走。

照你意思不照我的意思
當時很滿意，但沒有馬上決定，回來和那位疼

我、愛我、建議我搬進老人屋的姊妹說起，她說：「感

恩吧！這麼好，我將來年老都想搬進去。」「我從來沒

買賣過房屋，雖然是租，會不會很麻煩？」「交給我，

我讓我的秘書替你辦。」第二天和小兒子聯繫，他提醒

我明年1月要和黃凱欣到南極福音旅遊，3月回香港和美

麗傳奇配搭服侍。對呀！好在他提醒我。想最好聖誕新

年在舊家團聚，4月再搬，打電話給愛我的姊妹，她接

了電話就興奮地告訴我：「我的秘書已經替你把事辦妥

了！第一個月的房租也替你交了，

你將來慢慢還。」這怎麼辦？應

該是一定要搬，若把我需要的

家具搬走，舊家七零八落，怎

麼團聚？主呀，到底甚麼時候

搬好呢？求説 決定、帶領，求

説指引，照 説的意思，不要照

我的意思。  B

(後排) 左: Jomin 右: Peggy (前排) 李氏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