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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通過禁食狗肉 商販威脅放生200萬犬
2027年實施違者可囚3年 未提彌補業界損失

韓聯社報道，國會當天以208票贊成、兩
票棄權、無一反對的結果，通過《關於

終止以食用為目的飼養、宰殺及流通犬隻特
別法》。依照法案規定，以食用為目的宰殺
犬隻，可被處3年以下監禁或3,000萬韓圜以
下罰款。以食用為目的飼養、繁育或販運犬
隻，則可被最多判囚兩年，或處以2,000萬韓
圜以下罰款。

狗肉文化長久 養殖場逾千
法案同時規定，市面上不得流通或銷售以
狗肉為原料的烹飪及加工食品。現時食用犬
隻的養殖戶、屠宰場、零售商和食肆等單
位，應向轄地政府申報設施和營業內容。政
府將安排設施陸續停業、拆除相關建築，並
協助從業者轉業。
韓國的食狗肉習慣已存在多個世紀，不少
人更會在夏季三伏天進食以狗肉煮成的「補
身湯」，估計韓國每年有多達100萬隻狗被屠
宰食用。截至去年11月，韓國境內約有1,150
個肉犬養殖場、34個肉犬屠宰場、219間狗肉
零售商，以及1,600多間提供狗肉菜餚的食

肆。當局多次嘗試削減販賣食用狗肉數目，
包括2011年取消「狗肉節」、2018年平昌冬
奧前關閉當地最大狗肉市場，首都首爾從
2019年10月起全面禁止屠宰肉犬等。

業界批侵犯公民食狗肉權利
韓國總統尹錫悅就任後，主打「愛狗」形
象的第一夫人金建希多次公開支持立法禁食
狗肉。執政國民力量黨去年11月同意推進制
訂禁食狗肉法案，在野共同民主黨也將相關
議題納入黨內討論。
法案得到韓國多個動物權益倡導組織歡

迎。當地主要組織之一「動物自由聯盟」表
示，食用狗肉的行為是以傳統為藉口，拖累
韓國動物福利事業發展。亦有支持者表示，
法案通過是「韓國動物保護的里程碑」。
韓國狗肉業界代表「韓國肉犬協會」則批
評稱，修例是侵犯公民食用狗肉的權利，當
局也沒有提供詳細方案補償從業者。該協會
曾宣稱若法案通過，導致狗肉養殖場倒閉，
協會將放生200萬隻肉犬，將狗隻送往總統和
農林畜產食品部部長的官邸以示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國會1月9日表決通過法案，禁止以食用為目的飼養、繁育

或宰殺犬隻，也禁止販賣狗肉相關食品。法案將於公布3年後、即2027年開始實

施，違者可被處以3年以下監禁，或最多3,000萬韓圜罰款。韓國多個動物保護組

織歡迎法案通過，反對法案的韓國狗肉從業者協會則批評法案未有聽取從業者的訴

求，要求採取實際行動彌補業界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食用狗肉傳統由來已久，從事肉
犬飼養、屠宰及販賣從業者眾多。韓聯社指出，國會
雖通過禁止食用狗肉的法案，但仍未敲定狗肉相關產
業的補償措施，政府和業界代表對於補償數額及方式
也存在較大分歧，預計磋商過程會非常複雜。
報道指出，韓國狗肉業界代表「韓國肉犬協會」早
前提出補償方案，要求當局按照每隻食用肉犬每年可
賺取40萬韓圜計算，主張政府為從業者就每隻肉犬，
賠償5年的損失計200萬韓圜。

不過截至2022年2月，韓國合共飼養多達52萬隻肉
犬，當局若依照該方案補償，單是為養殖場提供的補
償金就高達一萬億韓圜。再計算對屠宰場、零售商和
食肆的補償，累計賠償可達數萬億韓圜。
韓聯社報道，當局還未確認法案生效後，如何安置

還未屠宰的肉犬，保護這些犬隻同樣是一筆高額開
銷。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新任部長宋美玲曾表示，狗
肉業界代表提出的賠償金額過高，當局還需相當長時
間與從業者溝通。

商販要求每隻賠200萬 總數恐達數萬億韓圜

◆動物保護組織在國會外聚集，等待
法案通過的消息。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調整國際學生政策，自今年元
旦起，留學簽證申請者須具備的生活費用證明，從原
本逾20年未變的1萬加元，大幅調高為20,635加元。
此外，加拿大也持續免除留學生校外工作時數每周20
小時上限，豁免期將延長至2024年4月底。
加拿大政府在官網說明，學生簽證申請人需具備的

財力證明，自2000年以來一直沒變，每名申請人除第
一年的學費和旅費外，還須持有生活費用1萬加元；但
此要求已跟不上生活成本上升，導致許多學生到加拿
大後才發現資金不足。因此自2024年1月1日開始，生
活費用證明調高至20,635加元。

移民部長批「小狗養殖場」
加拿大部分教育機構近年來將國際學生當成「搖錢

樹」，濫收國際學生的現象持續成為朝野矚目焦點。
《多倫多星報》日前公布數據指出，加拿大學校錄取

的國際學生，有近一半的人申請國際學生簽證遭簽證
官拒發。數據顯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
日，申請加拿大國際學生簽證者共有866,206人，移民
局只批准了54.3%，即約470,427人。
聯邦移民部長米勒去年底已針對部分教育機構未能

提供適當的國際學生教育，發表重話批評，指加拿大
國際學生系統已「失去完整性」，「各省都有一些只
是『生產文憑』的『小狗養殖場』，沒有提供合適的
學生經驗。這樣的詐欺和濫用行徑，必須結束。」
過去10年來，在加拿大持有國際學生簽證人數，從

2013年的30萬人，增加到今年將近90萬人；國際學生
透過生活支出和學費，為加拿大經濟貢獻了220億加
元，支撐了20萬個工作職位。
不過加拿大當前的住屋危機和生活費上升，已導致許

多國際學生很難找到工作和住房，有些人甚至須求助食
物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 儘管芯片價格反彈，但全球最大芯片
生產商韓國三星電子1月9日發布盈警，預計去年第四
季營運利潤下降超過三分之一，遠差過市場預期，全
年盈利更估計按年大跌近85%，為15年來新低。消息
拖累三星股價9日下跌0.6%。
三星電子估計，去年10月至12月的季度初步數據顯

示，營運利潤下降35%，跌至2.8萬億韓圜，遠低於分
析師預期的3.7萬億韓圜。
銷售額按年下降4.9%，降至67萬億韓圜。去年全年

盈利預計為6.54萬億韓圜，較2022年大減84.92%，首
次跌破10萬億韓圜大關。
由於通脹高企打擊電子裝置需求，導致芯片供應過

剩，令芯片產業去年經歷數十年來最嚴峻寒冬，三星
旗下芯片部門持續錄得虧損，拖累公司整體盈利，更
被迫宣布減產。
不過分析師預計，三星芯片部門上季預計虧損已較之

前4季大幅減少，反映高效能芯片的需求可望增長，將
推動芯片行業今年加快復甦步伐。此外，三星計劃本月
內推出新的旗艦智能手機Galaxy S24系列，最大亮點是
搭載人工智能（AI），將成為全球首批把生成式AI導入
智能手機的手機製造商之一，有望帶動三星營收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西班牙衞生部 1月 8日表
示，由於流感疫情嚴重，自9日開始，全國各
地醫院和其他醫療機構將再次強制佩戴口罩
（圖）。
衞生大臣賈西亞表示，口罩可有效限制流行

病和保護高危人群，亦是獲公眾接受和有科學
依據的措施。當局又提議容許病情較輕微的個
案，無須醫生證明亦可以獲得3日病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
737 MAX 9客機1月5日發生「甩窗門」事件
後，聯邦航空管理局（FAA）下令暫時停飛
同型號客機，以進行安全檢查。聯合航空和
阿拉斯加航空均表示，在檢查同款機型時發
現鬆動或未扭緊的部件。
聯航1月9日表示，執行FAA規定的緊急檢

查時，在旗下同型號客機上發現一些似乎與
內置式應急門安裝有關的問題，例如一些螺
栓需要進一步擰緊，但未有公開這些螺栓的
具體數量。
阿拉斯加航空同日稱，技術人員的初步報
告顯示，部分該型號飛機上可見一些鬆動部
件。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於2023年10月通過全球其中一
套最嚴格的網絡監管法例《網絡安全法》，英國通訊
管理局（Ofcom）獲賦予龐大權力，監管全球大型企
業，以及數以十萬計小型網站和應用程式。為此Of-
com從科技巨頭挖角，目前已組建一支350人的團隊，
並計劃今年再招募100人。

監管兒童性虐等非法材料
新法賦予Ofcom權力，令各平台對兒童性虐待和恐
怖內容等非法材料負上責任。Ofcom行政總裁道威斯
表示，「民眾期望很高，這是我見過最快通過的監管
法例。」Ofcom已發布詳細文件和行為規範，旨在為
兩年後新法正式實施前，為公眾提供指引。新法規

定，監管機構可對違反規定的公司，最多罰款全球年
營收額10%，並對未能履行監管責任的高管提出刑事
起訴。
Ofcom目前已從不同的大型科企招攬高管，其中勞

拉去年6月離開Google，加盟Ofcom出任兒童安全政
策總監，她直言「雖然多數科企的動機正確，但實際
上要優先保護用戶安全，有時是非常困難。」
網絡安全政策總監扎克在2022年6月上任，她曾於
微軟和Meta負責相同領域工作，表示過去兩年科企裁
員情況嚴重，仍重視網絡安全的人士，會將Ofcom視
作替代選擇。扎克專責帶領團隊審視TikTok、Snap和
Twitch等視頻分享平台，他們有權要求相關公司交出
包括保護兒童方面的運作細節。

加國際學生生活費證明翻倍至超2萬加元

三星發盈警 去年盈利料跌85%見15年新低

英通訊局籌備執行《網絡安全法》 挖角數百精英嚴密監控

◆三星全年盈利估計按年大跌近85%。 彭博社

西班牙流感疫情嚴重 醫療機構強制戴口罩

檢查737 MAX 9客機 兩航企發現鬆動部件

香港文匯報訊 法國總統馬克龍政府民望持
續低迷之際，62歲的總理博爾內1月8日突然
宣布辭職，已獲馬克龍接納，博爾內將繼續
擔任看守總理，直至新政府組成。馬克龍一
如外界所料，提名34歲的教育部長阿塔爾接
任總理，他不單是法國歷來最年輕總理，更
是該國首位「出櫃」總理。路透社認為此舉
標誌着馬克龍按下「政治重啟鍵」，希望透
過改組內閣提振民望，為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
作準備。

前教育部長禁學生穿長袍惹爭議
阿塔爾曾是社會黨成員，2016年加入馬克
龍新成立的前進黨，在2020年至2022年間擔
任政府發言人，使他成為公眾熟悉的政治人
物。他其後出任教育部長，任內頒布禁止在
校內穿着長袍的政策，指穿長袍會損害法國
校園的政教分離理念，禁令引起不少爭議。
他其後再實施在公立學校強制穿校服的試驗
計劃，認為此舉能減少校園欺凌及有助校園
管理，同樣引發社會爭議。
至於辭職的博爾內被形容為「說話溫和的
職業官僚」，在加入馬克龍政府前，曾在法
國政府擔任多個職務，她於2022年5月成為
法國史上第2位女總理。博爾內在辭職信中表
示，她與馬克龍達成共識，認為法國「現在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推進改革」。

在馬克龍2022年成功連任後不久，他和博
爾內領導的政府便失去國會絕對多數席位，此
後一直疲於應對由退休金和移民改革造成的政
治危機。去年3月，由於執政中間聯盟未能擁
有國會絕對多數，博爾內動用憲法第49.3條，
繞過國會投票強行通過退休金改革法案，將法
國的退休年齡從62歲推遲至64歲。此舉迅速
引發民憤，抗議浪潮和罷工席捲法國多地。到
去年12月，法國國會以些微差距批准通過一
項具爭議的移民規定，儘管馬克龍在政策上
「險勝」，但各界普遍認為這同時暴露了馬克龍
與中間多數派之間的裂痕。
在眾多政治難題困擾下，馬克龍政府的支
持度持續低迷。路透社援引有關歐洲議會選
舉的民調顯示，馬克龍的政黨落後極右領袖
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約8至10個百分點。路
透社稱，博爾內辭職顯示馬克龍試圖在歐洲
議會選舉和巴黎奧運會前，為他的第二個任
期注入新動力。

馬克龍改組內閣挽民望
法誕最年輕「出櫃總理」

◆阿塔爾出席接任
儀式。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