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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引發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多國陸續有金融機
構受雷曼牽連陷入財困，各國政府忙於自顧不暇，
直到2009年4月，20國集團(G20)在時任英國首相白
高敦的倡議下召開倫敦峰會，終於落實全球合作應
對危機。
當年的峰會通過一系列措施，包括主要央行聯手壓
低息率、透過政府財政刺激政策恢復經濟增長、各國
避免設置貿易壁壘。不過峰會最重要成果還是設立巴
塞爾金融穩定委員會，研究在危機過後改革全球金融
體系，並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等既
有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權限，確保因為過度投機
而導致的金融危機不再發生。

歐美紓困措施不治本
雖然說不上極盡完善，不過全球在過去十多年間，
的確未再出現與「金融海嘯」同等的金融危機，可見
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性。既然全球當年不惜花費巨額
資源來確保金融危機不會重臨，為何不能以一樣的態
度，來應對當前和今後可能再次出現的全球衛生危
機？
歐美國家沒有把握中國封鎖武漢爭取得來的時間，

及時採取防疫措施，任由新冠病毒蔓延，當政客們終
於發現疫情的嚴重性後，卻又只顧本國利益地行動，
例如禁止醫療物資出口、胡亂施加旅遊入境限制，甚
至試圖重金掠奪他國的疫苗研發成果。即使部分國家
短時間內出台紓困措施，但針對的只是經濟活動停擺
這個「病徵」，而非疫情本身這個「病根」，始終是
治標不治本。

應落實統一有效措施
為了盡快結束疫情，全球各國應該

立即透過既有平台展開合作，參考東亞地
區成功控制疫情的經驗，落實統一有效的抗
疫措施，避免各國因為檢測標準、封城力度不
一，致使病毒有機可乘的情況。與此同時，各國
亦應加強協調醫療物資生產及分配，物資較充裕、疫
情較穩定的國家，應該向其他疫情嚴重的國家伸出援
手，一同戰勝這場疫情。
長遠而言，國際社會應該給予相關國際衛生機構或

非政府組織充足的預算資源，讓這些機構能夠真正肩
負起保障全球衛生安全的任務。

世衛募捐52億 兩月未達標
相對於全球投資在加強金融體系穩定的資源，投放
在衛生方面的資金可說不成比例。例如世界衛生組織
早在2月初便向全球募捐6.75億美元(約52.3億港元)，
以支援國際抗疫工作，但至今接近兩個月，仍然未達
到目標，某些國家甚至在疫情當前下，仍然削減對世
衛的預算撥款。
又例如國際組織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EPI)，目前正

領導全球科學家研製新冠病毒疫苗，但目前正需要20
億美元(約155億港元)資金推動這項工作。
這些數目看似龐大，但與歐美國家的疫情紓困措施

規模相比，也只是零頭而已。如果各國能夠把花在自
救的財力，分一點去支援全球聯合抗疫或研發疫苗，
所得成果肯定比單打獨鬥更大，亦一定更有利於全球
人類福祉。 ■綜合報道

二戰初期，尚未參戰的美國通過
《租借法案》，向同盟國提供大量戰
爭物資，總統羅斯福甚至自詡為「民
主兵工廠」。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
各國瘋狂搶購或增產醫療物資，不少
專家因此建議參照當年的模式，讓疫
情相對較穩定的亞洲地區擔當起「抗
疫兵工廠」的角色，集中生產設備供
應歐美重災區。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早前在
《金融時報》撰文，建議在全球範圍
內努力生產和分銷醫療設備，尤其是
病毒試劑和呼吸機。「與其每個國家
都嘗試自行生產並囤積任何設備，不
如在全球範圍內協調合作，大大加快
生產速度，並確保更公平地分配醫療
設備。」赫拉利指出，正如各國在戰
爭中將關鍵產業國有化一樣，人類與
新冠病毒的戰爭也需要將醫療設備生
產線「世界化」。較少病例的富裕國
家，應向較多病例的較貧窮國家提供
設備，「如果以後需要幫助，別的國
家也會同樣幫助自己。」
事實上，在私人企業層面，類似的

戰時生產模式已經在進行。歐美多家
大型車廠近日都開始將生產線轉為製
造呼吸機，類似戰時將生產線改為製
造戰機或坦克一樣。這些車廠擁有先
進的生產線技術及豐富的快速設計經
驗，只要與原本就有生產呼吸機技術
的企業合作，相信很快便可以大量生
產適用於疫情的設備。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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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各國各自為政，但

正如全球在2008年「金

融海嘯」中合作迅速應對危機、事後合作防止危機重演一樣，國

際社會如今就必須立即恢復合作，盡快平息疫情，並在疫情過

後，像當年斥資數以萬億計美元維護環球金融穩定一樣，動用同

樣的資源去強化全球衛生安全，確保疫情大流行的悲劇「永不再

現」(Never again)。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早前在英國
《金融時報》發表長文《冠狀病毒之後的
世界》，探討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世界
何去何從，以及各國各自為戰的問題。當
中他指出目前人類正面臨在民族主義孤立
與全球團結之間作出選擇，認為只有靠全
球合作，才能解決疫情及由此產生的經濟
危機。
赫拉利提出，要戰勝病毒，人類需要在
全球範圍內共享訊息，各國互相分享有
關新冠病毒及其應對方法的寶貴經
驗，可有助挽救生命。「但若要

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一種

全球合作與信任的精神。」赫拉利認為，
各國應在生產醫療設備、醫護人員、經濟
及旅遊等範疇加強合作。

批美背棄歐盟友
赫拉利說：「不幸的是，目前各國幾乎

沒有做任何這些事情。國際社會陷入了集
體癱瘓。」他指出，在金融海嘯和伊波拉
疫情中，美國擔當全球領導的角色，但現
屆美國政府放棄了領導人的職務，更在入
境限制及疫苗研發上背棄歐洲盟友，「它
更關心美國的偉大而不是人類的未來。」

■綜合報道

《人類簡史》作者：
各國欠合作 陷集體癱瘓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前日說，新冠
肺炎疫情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
考驗，國際社會應加強協調，共同應
對。
古特雷斯發佈聯合國《共擔責任、全

球聲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社會經濟
影響》報告。他在致辭中說，面對聯合
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考驗，國際社會需要
作出更強有力、更有效的應對。只有團
結一致，拋開政治遊戲並認識到困難，
才能共同戰勝這場危機。
古特雷斯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

重新評估2020年和2021年全球經濟的
增長預期，宣佈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
因此，報告呼籲全球應對疫情的投入至
少應佔全球總產值的10%。
談到抗疫國際合作時，古特雷斯說，

目前還沒有形成在世界衛生組織指導下
所有國家協調一致的行動，也沒有出台
一個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方案。他強
調，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衛生
系統抗疫能力至關重要。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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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嚴重的歐洲國家，例如意大利或西班牙，
都面臨醫護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中國、俄羅斯和
古巴上月先後派出醫療人員前往意大利，協助當地
抗疫。這種從世界化的角度分配醫療資源的做法，
值得國際社會參照，建立一套全球性調配醫護人手
的機制，以應對日後的疫情。
目前全球有多個非政府醫療組織，例如紅十字
會、無國界醫生等，為戰亂、災害或落後地區提供
醫療服務，但這些機構大多靠捐款運作，參與的醫
生亦多屬自願義務性質，難以應對像新冠肺炎疫情
般的全球衛生危機。
如果能夠參照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做法，建立一個

在緊急時期從聯合國成員國組織醫護人手，到需要
地區提供醫療支援的機制，未來全球將能夠更快速
地應對傳染病疫情，並提升各國醫療人員應對疫情

的經驗，一旦本國出現類似疫情時，也能夠更有效
地應對。
在援意三國中，古巴醫療團的名號在國際社會或

者最響亮。一直以來古巴都以其醫療體系自豪，今
次疫情中，古巴在出現第一宗病例後便立即採取措
施，派出所有醫護及醫科生，挨家逐戶地找出全國
所有出現呼吸道病徵的人士，並動員所有政府資源
抗疫。

求救竟政治行先 美玩殘疫國
做好自身防護後，古巴很快便有能力為國外提供

支援，首先是上月初，古巴接收
了被多個加勒比島國拒收的英國
郵輪「布雷馬」號，古巴醫護人
員不懼風險，上船為600多名乘

客檢疫並安排他們轉乘包機回英國；之後古巴更開
始向尼加拉瓜、蘇里南、牙買加、格林納達及意大
利派出醫療團，體現出「有力者疾以助人」的精
神。
可惜的是，美國國務院竟然在這個時刻，要求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國家，不要向古巴求援。但事
實勝於千言萬語，當古巴醫療團在意大利疫情最嚴
重的倫巴第大區建成臨時醫院的同時，在意大利有
駐軍的美國卻遲遲未見伸出援手，甚至在意大利國
防部直接向美國防長埃斯珀求援後，也沒有收到回
音。 ■綜合報道

維和部隊式互助 倡設全球醫護調配機制

■疫情嚴峻，多地趕製口罩及防護衣。 法新社

▼▼ 各國應加強協各國應加強協
調醫療物資分配調醫療物資分配。。
圖為荷蘭測試醫療圖為荷蘭測試醫療
儀器儀器。。 美聯社美聯社

■古巴醫護人員上月出發前往意大利救援。 網上圖片
■■「「布雷馬布雷馬」」號曾被多個加勒號曾被多個加勒
比島國拒收比島國拒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國際社會須立即合作國際社會須立即合作，，
盡快平息疫情盡快平息疫情。。圖為奧地圖為奧地
利利接收大批來自亞洲的防接收大批來自亞洲的防
護裝備護裝備。。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