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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多個發達城市，草根階

層因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須入

住劏房甚至長期露宿街頭，若房

屋問題不加快解決，類似加拿大

街頭的「帳幕營地」、日本等地

無家者棲居紙皮箱的畫面，將逐

漸變成「新常態」。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在加拿大，各大城
市遍布露宿者築

起棲身的帳幕營地，
而且數目自2020年新

冠疫情
爆 發 後
急 增 ，

人權福利專
家抨擊聯邦政府兩
年前推出以擴大收容
中心為基礎的「重歸
家 園 」 （Reaching

Home）計劃，根本無法實現
在2028年把長期露宿者減少50%的目
標。人權委員會（CHRC）指出徹底解
決露宿者危機的唯一對策，就是聯邦、
省、市三級政府合力推行「住房優先」
（Housing First）方案，令到露宿者安
居解憂。

統計局數據顯示加拿大每年有超過
23.5萬名露宿者，其中2.5萬至3.5萬人
更長期無家可歸。

大部分城市至少出現一個帳幕營地
聯邦政府研究報告指出，自2020年以
來，全國25個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幾乎
大部分城市至少出現一個帳幕營地，不
再局限於溫哥華和多倫多。除了一些收
容中心在疫情期間關閉外，不少人因失
業或無法承擔昂貴的住屋開支而被迫露
宿街頭，其中包括在職人士和年輕人。
倡議住房權的國際組織The Shift發言

人法哈指出，住房權是每個人擁有的基
本權利，政府必須把住房權視為國民的
最優先需要，即是政府首先安排露宿者
入住一個固定住所，然後才逐步為他們
提供兒童護理、戒毒和醫療服務。法哈
強調政府必須明白露宿者最需要是固定

居所而非收容中心，並指政府按照他們
的個人需求提供可靠的服務和支持，讓
他們過着自主的生活。法哈指出聯邦政
府承諾在9年內耗資40億加元終結露宿
者無家可歸現象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
「重歸家園」計劃不能治本。

學者促參考芬蘭「住房優先」計劃
溫尼伯大學地理學教授迪斯塔西奧指

出，「住房優先」方案已被證明能夠顯
著減少長期無家可歸現象，令到露宿者
不再顛沛流離。法哈表示「住房優先」
在芬蘭已行之有效，而且能進一步發展
成為草根階層的長期可負擔得起住房。
多倫多社會工作者希望政府接納建議，
並指露宿者在嚴寒天氣下露宿街頭是非
常艱苦，露宿者只能倚靠在很多商廈地
庫的抽氣出口處築起帳幕，從出口噴出
的暖氣取暖。

「我在想這（露宿街頭生活）會像什
麼，它很可怕。我到底又會去哪裏？」
62歲肖莉是美國新一批典型露宿者，他
們多為長者，晚年生活被疫情、通脹和
住屋危機所摧毀，將來恐怕要在「街頭
終老」。肖莉的丈夫兩年前死於新冠肺
炎，她亦因肺病失去謀生能力。更可憐
的是兩老為醫藥費耗盡大半生積蓄，肖
莉現時每月倚靠的救助金已抵不過房租
等雜費，即將要露宿街頭。她哽咽對記
者說，「當人們談及露宿者時，總沒有
想起像我的老人。」

組織：50歲以上個案急增
美國新冠疫情以及經濟危機將3,700

萬人推入貧窮線以下，隨着聯邦政府的
疫情救助金計劃結束、租金飆升，以及
可負擔房屋短缺，露宿者危機愈趨嚴
重，大城市街道上架起的帳篷愈來愈密
集。據白宮最新數據，美國全國現時有
52.8 萬人露宿街頭，比疫情前升約
2,000人，數字還未計算寄居親朋好友
家的人口，也不符觀察到現象，被質疑
嚴重低估危機。
此外，由於當地的露宿者安全網制度

把兒童和家庭放在優先位置，導致像肖
莉這樣的獨居長者經常被忽視。全國露
宿者保健委員會數據指，委員會內50
歲及以上露宿長者個案比例由去年的
28%升至36%，65歲及以上的比例更是
去年的3倍，由3%增至8%，形容情況
「前所未見」。
另一方面，美國各地租金飆升，其中

愛達荷州博伊西的租金已從去年1月的

1,213美元漲至1,778美元，等同美國每
月約1,700美元的救助金水平。

庇護所踢走拒接受加價長者
疫情同時重挫社福機構，單在博伊西

便有9間救濟院在其間倒閉，一些庇護
所則需以向入住者收費生存，近期甚至
要加價。89歲老人偉內斯因拒絕支付庇
護所加價租金，被踢出庇護所。
長者礙於面子或缺乏渠道，甚少主
動尋找協助，前線人員經常要走入橫
街小巷，也要留意深夜的私家車。一
間庇護所的職員稱，他們發現有患病
老人被醫院趕走，「只能穿着病人服
裝在醫院門口流浪」。庇護所 Inter-
faith Sanctuary表示，他們最近常在小
巷中發現患有慢性病的長者露宿，不
少人還坐着輪椅，嚴重的更不能自行
去洗手間或洗澡，「這絕對是我們現
在最大的危機。」

◆綜合報道

美國洛杉磯近期露宿人數急升，
市長巴斯表示，當地有逾4萬人無
家可歸，宣布全市進入緊急狀態，
她呼籲市民團結起來，認真地尋找
新方案解決流浪者問題。

不過，據洛杉磯流浪者服務中心
2月數據顯示，洛杉磯實際有約6.9
萬名露宿者，人數比2020年升了
4.1%，佔加州露宿人口約四成。疫
情期間，當局曾下發數千萬美元的
緊急援助金，協助安置露宿者，但
援助金叫停後，露宿者危機隨即打
回原形，更愈演愈烈。
當地社福機構表示，對巴斯積極
處理露宿者問題感開心，但強調她
必須先處理與議會之間的關係，以
防政治爭端介入危機。

◆綜合報道

非法移民湧美逼爆收容所 露宿等待庇護

法國今冬寒潮加劇，部分地區氣溫將降至零度以下，對
許多無家可歸的弱勢社群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據法國
「街頭死亡」協會數據顯示，法國去年至少有620名露宿
者死亡。法國地方當局決定用閒置公共建築作為無家可歸
者的緊急避難所。房屋部長克萊茵近日呼籲私人公司將閒
置辦公室提供給弱勢社群，幫助他們度過寒冷的冬季。
包括首都巴黎及法蘭西島區內的4個地區當地時間周六

實施這項計劃。克萊茵補充稱，州政府及慈善協會將負責
管理閒置空間，幫助露宿者。
有組織估計，儘管克萊茵堅稱政府已經調動各個部門尋
求解決問題，但目前仍然有約2,000名兒童露宿街頭。克
萊茵稱，受礙於問題的嚴重程度，當局很難估計今冬露宿
者的具體人數。 ◆綜合報道

英國多地慈善組織今年冬天都開設
「溫暖銀行」，在圖書館等公共設施
提供暖氣及免費食品，幫助露宿者和
無力支付取暖費的弱勢社群。不過在
聖誕節假期，多數公共設施都會關
閉，溫暖銀行也可能隨之縮短營運時
間或關門，讓許多露宿者擔憂自己會
繼續捱凍受苦。

獲贈熱飲餅乾
倫敦居民莫里森依賴當地一間設在

社區圖書館的溫暖銀行，但通常每天
下午5時便關門，聖誕節期間還會關
閉，直至明年初才重開。莫里森形容
溫暖銀行對她至關重要，「當我能在
裏面休息，一切的煩惱都會消失，離

開它會讓我無所適從。我患有關節
炎，天氣太凍時就很難走路，疼痛也
會更加折磨。我感到心情沮喪，不願
與任何人交流。」
英格蘭東部林肯郡39歲居民比庫
利斯因事故受傷無法工作，至今仍流
落街頭。他每周三和周四都會到當地
一間教堂的溫暖銀行取暖，獲得免費
的熱飲、餅乾和一頓熱餐。比庫利斯
表示自己身體狀態欠佳無法工作，只
能依靠教堂取暖。同是這間溫暖銀行
常客的露宿者沃伊切赫也稱，他希望
當局能為露宿者提供更多庇護所，
「我們沒有住址，就無法找到工作，
身邊也沒有食物和可以淋浴的地
方。」 ◆綜合報道

法去年620露宿者死亡
閒置建築成緊急避難所

英「溫暖銀行」聖誕關閉 露宿者沮喪

美疫情通脹貴租壓垮「街頭終老」長者 洛杉磯近7萬人無家可歸 全市進緊急狀態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
道，近期大批非法移民入境美國
後，沒有落腳地方，只能寒天裏露
宿。「邊境人權網絡」表示，得州
艾爾帕索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已經
爆滿。
美國移民法42條將在12月21日
失效，屆時非法移民只要能入境美
國，不會立刻被遣返，自首後有機
會待下來申請庇護留在美國。受事
件影響，美墨邊境近期湧現人潮。
來自尼加拉瓜的婦人瑪麗亞，隨
丈夫經過 21 天路程偷渡進入美
國，但兩人被邊境巡邏員攔下，並
在過程期間失散。瑪麗亞本來被安
排進入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爆滿，
因而被釋放。現時她身穿單薄外
套，在艾爾帕索市中心區一家便利

店外的公車站，頂着接近冰點低溫
在下車人潮尋找丈夫身影。她只獲
得當地社福機構發放的小毯子作為
唯一保暖工具。她說，已經三天沒
有丈夫的消息。
至於能住在收容中心的尼加拉瓜

婦人裴瑞茲表示，其實能夠獲得幫
助非常有限。她說雖然可以投靠朋
友，卻沒有足夠路費前往朋友家。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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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露宿人數急升，全市進入
緊急狀態。 網上圖片

◆肖莉的屋主加租，她將被
迫露宿街頭。 網上圖片

◆加國大部分大城市至少都出現
一個帳幕營地。 網上圖片

◆露宿者帳幕沿路成
排築建。 成小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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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以及經濟危機將3,700
萬人推入貧窮線以下，隨着聯邦政府的
疫情救助金計劃結束、租金飆升，以及
可負擔房屋短缺，露宿者危機愈趨嚴
重，大城市街道上架起的帳篷愈來愈密
集。據白宮最新數據，美國全國現時有
52.8 萬人露宿街頭，比疫情前升約
2,000人，數字還未計算寄居親朋好友
家的人口，也不符觀察到現象，被質疑
嚴重低估危機。
此外，由於當地的露宿者安全網制度

把兒童和家庭放在優先位置，導致像肖
莉這樣的獨居長者經常被忽視。全國露
宿者保健委員會數據指，委員會內50
歲及以上露宿長者個案比例由去年的
28%升至36%，65歲及以上的比例更是
去年的3倍，由3%增至8%，形容情況
「前所未見」。
另一方面，美國各地租金飆升，其中

愛達荷州博伊西的租金已從去年1月的

裝在醫院門口流浪」。庇護所 Inter-
faith Sanctuary表示，他們最近常在小
巷中發現患有慢性病的長者露宿，不
少人還坐着輪椅，嚴重的更不能自行
去洗手間或洗澡，「這絕對是我們現
在最大的危機。」

◆綜合報道

非法移民湧美逼爆收容所 露宿等待庇護

法國今冬寒潮加劇，部分地區氣溫將降至零度以下，對
許多無家可歸的弱勢社群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據法國
「街頭死亡」協會數據顯示，法國去年至少有620名露宿
者死亡。法國地方當局決定用閒置公共建築作為無家可歸
者的緊急避難所。房屋部長克萊茵近日呼籲私人公司將閒
置辦公室提供給弱勢社群，幫助他們度過寒冷的冬季。
包括首都巴黎及法蘭西島區內的4個地區當地時間周六

實施這項計劃。克萊茵補充稱，州政府及慈善協會將負責
管理閒置空間，幫助露宿者。
有組織估計，儘管克萊茵堅稱政府已經調動各個部門尋
求解決問題，但目前仍然有約2,000名兒童露宿街頭。克
萊茵稱，受礙於問題的嚴重程度，當局很難估計今冬露宿
者的具體人數。 ◆綜合報道

英國多地慈善組織今年冬天都開設
「溫暖銀行」，在圖書館等公共設施
提供暖氣及免費食品，幫助露宿者和
無力支付取暖費的弱勢社群。不過在
聖誕節假期，多數公共設施都會關
閉，溫暖銀行也可能隨之縮短營運時
間或關門，讓許多露宿者擔憂自己會
繼續捱凍受苦。

獲贈熱飲餅乾
倫敦居民莫里森依賴當地一間設在

社區圖書館的溫暖銀行，但通常每天
下午5時便關門，聖誕節期間還會關
閉，直至明年初才重開。莫里森形容
溫暖銀行對她至關重要，「當我能在
裏面休息，一切的煩惱都會消失，離

開它會讓我無所適從。我患有關節
炎，天氣太凍時就很難走路，疼痛也
會更加折磨。我感到心情沮喪，不願
與任何人交流。」
英格蘭東部林肯郡39歲居民比庫
利斯因事故受傷無法工作，至今仍流
落街頭。他每周三和周四都會到當地
一間教堂的溫暖銀行取暖，獲得免費
的熱飲、餅乾和一頓熱餐。比庫利斯
表示自己身體狀態欠佳無法工作，只
能依靠教堂取暖。同是這間溫暖銀行
常客的露宿者沃伊切赫也稱，他希望
當局能為露宿者提供更多庇護所，
「我們沒有住址，就無法找到工作，
身邊也沒有食物和可以淋浴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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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
道，近期大批非法移民入境美國
後，沒有落腳地方，只能寒天裏露
宿。「邊境人權網絡」表示，得州
艾爾帕索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已經
爆滿。
美國移民法42條將在12月21日
失效，屆時非法移民只要能入境美
國，不會立刻被遣返，自首後有機
會待下來申請庇護留在美國。受事
件影響，美墨邊境近期湧現人潮。
來自尼加拉瓜的婦人瑪麗亞，隨
丈夫經過 21 天路程偷渡進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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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期間失散。瑪麗亞本來被安
排進入的非法移民收容中心爆滿，
因而被釋放。現時她身穿單薄外
套，在艾爾帕索市中心區一家便利

店外的公車站，頂着接近冰點低溫
在下車人潮尋找丈夫身影。她只獲
得當地社福機構發放的小毯子作為
唯一保暖工具。她說，已經三天沒
有丈夫的消息。
至於能住在收容中心的尼加拉瓜

婦人裴瑞茲表示，其實能夠獲得幫
助非常有限。她說雖然可以投靠朋
友，卻沒有足夠路費前往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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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莉的屋主加租，她將被
迫露宿街頭。 網上圖片

◆多倫多市中心到處可見露宿者帳幕。成小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