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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報道稱，當局計劃將工作與旅遊簽證申請費增加15%，
其他簽證包括學生簽證、居留簽證、入籍申請和永久居留

（ILR）等都要加價至少20%。以現時的BNO簽證為例，申請
兩年半期限和5年期限分別需要180英鎊和250英鎊，漲價後將
分別升至216英鎊和300英鎊。

一家三口申請總費增至逾1.4萬鎊
至於2015年新設的IHS，近年已是漲價重災區。IHS推出時

每年收費200英鎊，僅3年後就翻倍至400英鎊，到2020年12月
再次上漲，每名成人每年需繳付624英鎊，兒童和學生也需要每
年470英鎊。今次漲價後成人一年料需繳納1,035英鎊，學生和
兒童則要每年776英鎊。
英國內政部通常要求申請人在申請BNO簽證時，一次過繳交
5年或兩年半的IHS費用，意味今次漲價不單會影響新的BNO
簽證申請人，還包括兩年半簽證期限到期後辦理續期的申請
人。以兩名成人和一名兒童的三口之家為例，若按新規申請5年
BNO簽證並繳納IHS，總費用將由8,590英鎊驟增至14,230英
鎊。

動用逾50億鎊公帑為公務員加薪
除BNO簽證外，持該簽證人士在英居留5年申請永久居留
時，也要繳納更昂貴的ILR，預計會從現時的2,404英鎊，增至
至少2,880英鎊。
根據英國法例，政府可以根據各種原因或指標，自行調整針

對移民收取的費用。蘇納克今次就稱，英國政府會動用50億英
鎊公帑為公營部門員工加薪，但他不會以加稅或發行國債這些
「不負責任」的做法彌補開支，於是轉向提高移民相關費用，
「這些費用上漲會帶來逾10億英鎊收入，所有費用都會全面增
加，IHS也是如此。」
英國政府暫未敲定新收費實施的時間，以及最終確定的收費
金額，預計這些費用將依照簽證類型、時間長度、工作行業和
入境限制再作調整。

英刮新移民錢包
BNO申請費

保健附加費飆升66% 彌補公務員加薪額外支出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政府為彌補公營部門僱員加薪的額外支出，首相蘇納

克周四宣布將大幅上調移民簽證申請費，以及移民保健附加費用（IHS）。

其中包括英國國民（海外）簽證（BNO）申請費預計將增加至少20%，IHS

更會飆升66%。分析指出英國執政保守黨政府移民政策強硬，今次不依靠加

稅或發行國債填補巨額加薪開支，自然就選擇向移民群體「開刀」，更不排

除日後會繼續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 英政府大幅調高BNO簽證申請
費及移民保健附加費，引起部分正移居英國、等
待完成BNO「5+1」程序的港人憂慮。在社交
平台Facebook的多個移英群組，網民反應兩極
激烈討論，更有人提出要「團結一心」向英政
府抗議。
其中在「曼徹斯特香港谷」的成員出現
「大分化」。網民Raymond Cheung怒斥：
「支持加價那班人，有沒有想過好多手足是
過來捱份minwage 工，他們分分鐘不行
的。已經無得拿bublic funds（應是public
funds），還要這樣被人搶錢。你想像你
們過到來又買車買樓嘆世界嗎，當初就
走得最快，現在安定了，舒服了，就當
他們 condom。」網民 Alex Wong 和
應：「拿着幾百萬過來當來當然享受。
手足？對他們來講就真是手joke」。網

民Chris W.L Lam：「講出重點，在UK嘆世
界，四處拍片介紹樓盤那些，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何可以stay在

UK？有沒有想過身在UK可以怎樣去幫當地有需要的香港人？」網民Ra-
chel Geller：「英國政府做得不合理都要叫好？」

提出抗議行動被潑冷水
網民Kevin Fung即留言揶揄：「你打給辛偉誠（蘇納克）談
吧」。網民Ming Kin更「苛刻」：「原來樓主是想過來拿public
funds，不如你去烏克蘭參戰，不死就可以做真難民，過到英國可
以什麼都不用給了」。網民Wong Lak：「不支持加價，我支持
停，未入境就不給他們入境，另外重新開條新路給政治犯」。
此外，有網民試圖團結大家發起抗議行動。網民Poon Chun
Yeung :「如果發起遊行情願（Not only BNO VISA），大家認為
會團結一致嘗試爭取發聲、還是怕影響度自身居留或申請永居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多？」網民Benjamin Leung即潑冷水：
「遊行？你估老馮要批BNO Visa給你，英國隨時可能會取消
BNO Visa」。

香港文匯報訊 移英搵工愈來愈
難，早兩年各社交平台還會出現一
些藍領工作的招聘，但現在已寥寥
無幾。有40歲中年港男近日在You-
Tube頻道分享移民兩年感受，大嘆
「找工有挫敗心態」。

寄出50履歷 無面試機會
YouTuber「影像補完計畫Hong

Kong Walker」在兩年前移居英國，
他不時分享在英的生活點滴。他上
月在一條視頻中坦言，自己移民兩
年至今仍未搵到工作，寄出約50份
履歷，涵蓋酒店、廚房、清潔等不同
範疇，僅獲8個回覆，但卻遲遲未約
定面試時間，最後不了了之。他表示
由最初抱住樂觀心態，到現在已開始

感到找工的挫敗心態。「英國找工是會有沮
喪期，這個要講給香港人聽。」
他在兩周前拍攝有關自己搵工近況的視
頻，表示開始嘗試「walk-in」找工，看到街
招便即場問僱主是否請人，可是大多數僱主
只是叫他留下電話或到網上申請，仍然是沒
有面試機會。他指唯有「須應天命，既然個
天都不給工我做，那就學習啦。」表示自己
下年會專攻英文，又指現時在英國的生活如
同「玩求生遊戲」。

香港文匯報訊 英政府對移民「開刀」
之際，碰巧加拿大剛推出吸人才政策
「Stream B」，令部分BNOer「心動」想
轉軚移加，但遇一眾已移加港人奚落，話
題更演變成英加移民互鬥當地風景哪個較
美，甚至有人搬出國土面積解釋。

比較風景 國土面積「晒冷」
網民「英倫餅房日誌」在Facebook發

文：「見最近加拿大改了政策，bno visa
我只是做了2.5年，9月要續，轉去加拿
大？」吸引兩國移民激辯。網民 Iris
Wong回應：「零下十度+無得近點去旅真
不行，英國用一百幾鎊機票去下愛琴海，
一年25日大假，年半已經玩了六個國家，
不出國英國本土都有好多地方去。」網民
反駁：「加拿大風景一流，英國根本沒得
比。BC省隨便一座山一個湖都好美。」
網民Katrina Cheng護英心切：「講嚟

講去都是得風景，英國風景就算不夠美我
都不會悶死在一個國家，我可以去瑞士，
去Iceland，去Dolomites，快過Toronto去
Banff，還有不好意思我去旅行不是淨只看
風景，（會看）歷史文化建築……加拿大

有嗎？你看看加拿大一年有幾多旅客啦，澳
洲多加拿大一倍，地方大就不等於有用
嘅……」
撐加網民Michael Mak反駁：「其實會不

會是你個概念有問題？人家一個國家國土面
積大過整個歐洲……用去過幾多個國家來玩
去比會不會被人覺得井底……」之後他更貼
出加拿大及英國的國土面積數據來解釋。

英國政府日前公布，為彌補英國
公營部門僱員加薪的額外支出，包括
BNO等移民簽證申請費與移民保健附加費
將大幅上漲。許多香港網民紛紛議論，質疑

英國政府此舉是對移英的港人「割韭菜」，更有網民直
言，「遲下等佢哋完全冇利用價值之後就一腳踢他們全
部去盧旺達。」

在香港多個網上討論區，不少網民看到這個消息後熱
烈討論。網民「Dani123」形容：「呢啲咪真係割韭
菜。」「mo5k5」則稱，「那些移民BNO ××被人割
9（韭）菜都不知，還要同人講英國好好，我們在中國香
港就日日踢爆你班××講大話。」

「英國太過分」
「人中木村」稱：「（英國政府）當日又說個visa

generous又說道義歷史責任，都改你bno，就不好以為
申請了就沒事，到你申請pr（Permanent residency，成
（永）久居留權）就不行。」「駿羊局焗腸」嘆道：
「香港人又成condom！」「Wagura」矛頭直指英國公
務員：「英國太過分，提供垃圾級服務都學人加價。急
切有需要做手術的人就這樣敷衍人叫人排期，還要一排
排一年，迫人看私家。醫護上班不作為，要麼就罷工。
有什麼服務提供過？」

「阿垃垃圾君」就話：「老實講這點錢都拿不出的根
本無條件移民。」「北見六花」反駁：「好多手足因為
要避難而去了英國還如何顧及有無錢……」「Djilo-
bodji」就恥笑：「付不起錢別留在香港，講到好似要你
付多10幾萬港元。加了一點點，去洗碗都能賺回來
啦！」

有不少網民都揶揄一批移英者。「cheuk3318」說：
「加100%都不怕，多數去都是走資，多多都畀。」「我
都是P牌」話：「如果個考慮因素是包括BNO費用，那
你就真不要移啦。」「津崎平匡」反駁稱：「現在的
人×英國不是錢問題，是誠信問題，你不平權，不捉間
諜都算，現在還要加這樣那樣，說改就改，那你開始就
別說歷史責任，滿口仁義道德，實情是謊話連篇。」

看來，今次加價，終於令部分人開始看清英國的「真
面目」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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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搵工兩年無人請「在英如玩求生遊戲」

BNOer欲轉態移加爆舌戰
英加港人鬥「護主」

◆有移加港人回應
移英港人，加國比
英國大，因此較多
去處。 網上圖片

◆愈來愈多移英港人開始討論應否回流。圖為YouTuber情侶
檔livology。 網上圖片

◆在群組中「四圍介紹
樓盤」的人被另一派攻擊。 網上圖片

◆ YouTuber 「 影
像補完計畫Hong
Kong Walker」已
失業兩年。

網上圖片

增兩成

◆英國通脹高企，失業率回升，新政策將
增加新移民生活壓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