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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封城措施令全球經濟活動停頓，裁員、倒閉成潮，最受打擊往往是基層勞工。在香

港，政府公布最新失業率為 6.2%，創逾 15年新高，更預期未來數月會持續上升。本地疫情反彈，全

球疫情亦未消退，直至七月初，多個美洲、南亞及非洲國家的單日確診數字依然屢創新高，疫情未受

控，對經濟的影響亦愈見不明朗。面對持續的停工和失業問題，很多本地基層家庭都要節衣縮食。 

印度︰農民工被迫徒步返鄉 

香港是已發展經濟體，擁有相對完善的公共政策，但持續數月的疫情已對弱勢的勞工造成沉重的沖擊。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以工業和農業為主要經濟動力的國家，政府財力有限未能為受影響的企

業及勞工提供支援，許多低技術工人被裁後頓時生計不保，就算決定另覓出路，但卻荊棘滿途。 

以印度為例，全國有接近 1億 4千萬名農民工，大部分從事體力勞動行業。一直以來，企業為節省成

本和保持營運彈性，都傾向以短期合約方式聘用農民工，公司毋須為被裁的員工提供遣散賠償。印度

自三月尾實施封城措施以來，全國企業停工停產接近四個月，雖然少部分行業獲政府批准復工，但仍

有數以十萬計的農民工被裁，他們無法再負擔起城市裡高昂的租金和生活成本，只好返鄉，嘗試透過

復耕自給自足。 疫情令數以萬計的印度農民工失去工作，他們無法負擔城市裡高昂的租金和生活成

本，唯有帶包袱返鄉。 

非洲︰貧窮人憂染病前已餓死 

除了南亞，非洲的情況同樣嚴峻。非洲有超過 12億人口，當中近八成半的勞動人口是從事非正式工

作，即從事合法經濟活動，卻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勞動者，大部分是臨時工或自僱人士，包括在

流動市集賣菜的婦女、專門接待外國遊客的導遊，亦有以日薪形式獲聘的家政工。為免疫情將脆弱的

醫療系統拖垮，多國都採取強硬防疫措施，禁止市民在街上停留，小商販生意大幅下滑，旅遊業從業

員的生意更跌至零。在日常日子，以上的工種看似多勞多得，但實質的收入並不高，加上城市物價昂

貴，很多非正式工人根本無法儲蓄，更有在肯亞首都奈洛比工作的的士司機向當地樂施會的同事表

示︰「我很擔心家人在染病前已經餓死。」經濟前景不明朗，他道出了很多貧窮人的憂慮。 

 倡國際社會助窮國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 

國際樂施會早前發表報告，促請國際社會盡快為貧窮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否則每日生活費少於 5.5美

元的貧窮人口將會增加 5億，至接近 40億人；飢餓、營養不良等問題亦會惡化，因疫情而捱餓致死

的人數，甚至會超過染疫死亡人數。我們正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G20）

制訂全面的援助計劃，包括免除發展中國家今年大約 1萬億美元的債務、發放國際儲備等，讓貧窮國

家的政府有能力向受影響的基層市民及小型企業提供支援，例如發放現金津貼、派發緊急糧食等，貧

窮人不至貧上加貧，甚至要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