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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國家受饑荒問題困擾多年，聯合利
華、雀巢及百事公司，連同聯合國基金

會、多個農業組織、學界及民間社會組織，近
日便去信各國政界領袖，包括七大工業國集團
(G7)、二十國集團(G20)等，指出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地區有不少低收入的糧食淨進口國家，糧
食供應受阻的危機在近月愈來愈嚴重。
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以外，失業問題蔓延，疫
情下的健康問題、加上封城措施，導致收入減
少，信中推算全球飢餓人口已經增至超過8億
人，並會在未來數月間倍增，兒童營養不良的
問題亦會愈趨嚴重。

損經濟超08年金融海嘯
非洲、中東等地的滅貧工作進行多年，不過
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昨日在報告中預測，新冠
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較2008年金融海
嘯更深遠，在任何一種局面下，全球貧窮人口
均會上升，是1990年以來首次，部分國家亦
會重新跌至貧窮線下，白費過往數十年來的努
力。
世界銀行將貧窮定義為每日收入不足5.5美
元(約42.6港元)，極端貧窮則是1.9美元(約14.7
港元)以下，按樂施會計算，在最嚴重的情況
下，全球收入會因為今次疫情收縮20%，令極
端貧窮人口從現時的4.34億增至9.22億，貧窮
人口同樣增加5.48億，令總數逼近40億。

籲投資可持續糧食生產
要處理潛在的貧窮危機，糧食界在信件中敦
促各國領袖，在疫情下需要保持為貿易活動開
放邊境，以協助社會最脆弱的群體；另外應該
在可持續糧食生產上投資，包括開拓新的投資
領域，改革現有的資助制度，亦需要讓農地保
持肥沃、生產可負擔食物、減少食物浪費等。
樂施會亦建議推出「通用緊急援助措施」，
讓較貧窮的國家有能力向受影響民眾提供津
貼，總額需要最少2.5萬億美元(約19.4萬億港
元)，包括免除發展中國家債務、發放國際儲
備等。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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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眼下令人員流動受

限、經濟活動停擺，間接造成的影響

更難以估量，例如短期而言的收入減

少、加上糧食生產及運輸停頓，可令

全球飢餓人口增加一倍；長遠的經濟

下行，更可能導致多達5億人、相當

於全球8%人口跌入貧窮線，較2008

年金融海嘯的影響更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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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冠病毒感染宗
數持續上升，由於相關地區病毒檢測能力較
弱，且普遍較為貧窮，恐成為「病毒蓄水
池」。專家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向第三世
界國家提供援助，讓各國度過今場疫症。
《刺針》期刊文章警告，除了長者，貧窮或

居住環境欠佳的人士也在疫情中面臨高風險，
而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約14.7港元)的人口
中，8成來自亞非拉美。
一名曾到坦桑尼亞桑給巴爾自治區工作的醫

生透露，當地醫院不設深切治療部，也沒有負

壓病房和呼吸機，醫療資源嚴重缺乏。
世衛在2003年「沙士」疫情後制訂《國際衛
生條例》，條例2007年生效後，世衛在傳染病
發生時，會接收各國通報並協調國際社會，首
次正式運作則是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發
期間。不過，世衛專家法恩伯格承認，涉及各
國協調的工作「基本上都沒完成」。
法恩伯格指出，世衛的協調機制沒實際約束

力，也無法懲罰不聽從建議的國家，因此當疫
情來臨時，國際社會依然各自為政，形容目前
的傳染病防治體系只能處理地區性緊急狀況，
無法應對全球大流行。

醫療物資限出口 窮國受害
國際組織「第三世界網絡」發言人徐玉玲形

容，第三世界國家面對疫情時，最主要出路是
尋求國際支持，但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全球醫療
物資不足，多國限制出口物資，使貧窮國家受
害。徐玉玲警告，此舉或會導致疫情二度爆
發，進一步拖累經濟，呼籲位於供應鏈上的國
家分別增產，避過貨運封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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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愛滋糖尿哮喘病患 南非重症風險增

貧窮區恐成「病毒蓄水池」
專家籲國際合作

��(���

非洲各個出現新冠疫情的國家中，以南非病
例最多，截至昨日有1,845人確診、18人死
亡。分析指出南非跨國交通較頻繁，加上病毒
檢測相對發達，故其疫情在非洲較明顯。由於
南非愛滋病和長期病患者眾多，恐增加新冠患
者病情惡化的風險。
南非直至上月初才出現首宗病例，比首個出

現確診個案的非洲國家埃及晚了3周，但上月
中開始出現本地感染，其中自由邦省一個宗教
活動逾600名參加者先後染病。
與非洲其他國家相比，南非的醫療資源相對較

多，病毒檢測能力亦較佳。南非截至本月初已為
5萬多人檢疫，不少非洲國家卻只有數百人，當
局正安排上門檢測，料可發現更多患者。

然而，南非愛滋病、糖尿病、結核和哮喘
的人口比例偏高，南非公共衛生行動小隊醫
生莫薩姆指出，當地醫療系統平常已超負
荷，無法承受新冠病毒大規模傳播。主要城
市德班一間醫院出現院內爆發，48名醫護人
員受感染。

1.7萬人違居家令被捕
南非上月26日起實施為期3周的強制居家令，

至今已有逾1.7萬人因違反居家令被捕，更有官
員被揭發與朋友聚會，反映當地人防疫意識不
足。南非的貧富懸殊亦非常嚴重，當地最少數百
萬人仍居於貧民窟，需到公共地方取水和使用公
廁，增加社區密切接觸，不利抗疫。 ■路透社

勤洗手是預防感染新冠病毒的方式之一，
不過在印度的貧窮地區，洗手並非一般人想
像般簡單。印度至今仍有約1.6億人無法獲得
清潔食水，其中鄉郊估計僅18%家庭有自來
水，城市亦有約兩成住宅沒自來水和肥皂，
成為印度防疫一大漏洞。
印度每日都有成千上萬人需從政府水車取

水，不少人更連清潔食水也難以取得，全國
每年估計有20萬人因飲用不潔食水死亡。首
都新德里居民拉吉普特表示，他所在的社區
並非每天都有清潔食水供應，擔心用不潔食
水洗手不但無法防止感染新冠肺炎，更可能
罹患更多疾病。

印度政府的封城措施亦影響工人生計，三輪
車工人庫馬爾表示，在封城令生效前，他每日
原本可賺取4美元(約31港元)，但在封城實施後
收入盡失，擔任家傭的妻子亦被僱主要求暫時
不要上班，令全家收入來源被切斷。

新德里孟買促戴罩
庫馬爾一家六口住在新德里外圍的殘舊住

宅，家裡只有一個房間，沒有自來水供應，
更需與其他住客共用廁所。庫馬爾直言，由
於食水珍貴，只會把水儲起作飲食之用，
「我們不能浪費食水來每次洗手。」
印度截至昨日已累積5,916宗確診個案，

178人死亡，多地居家令延長至本月底。新德
里、孟買等多個大城市前日推出新措施，要
求居民外出時戴口罩或最少遮蓋口鼻，估計
影響近4,000萬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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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昨日急增1,459宗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累計個案升至10,131宗。正
在官邸遙距工作的總統普京罕有放權給
各地區首長，讓各地因應疫情採取相應
措施。
包括重災區莫斯科在內，俄羅斯多

個地區已實施局部封城，居民除非有必
要外出購買食物或求醫，否則需留在家
中。普京自上月底到訪莫斯科一間醫
院，並與其後確診的醫生普羅岑科握手
後，就避免出席公開活動。
反對派批評普京在抗疫上過分退居

幕後，未有扮演重要角色，克里姆林宮

則反駁俄羅斯是全球領土面積最大的國
家，認為普京容許各地區首長有空間自
行制訂抗疫措施是合適的做法。克里姆
林宮亦強調普京未有感染，並正在家遙
距工作，反對派則質疑他可能是進行自
我隔離。俄羅斯獨立雜誌《新時代》主
編阿爾巴特斯呼籲國民自發抗疫，「停
止等待神話般的普京來救你。」
普京前日發表電視講話時將重點放

到經濟議題，他提出會向受封城措施影
響的商戶提供援助，又呼籲向參與抗疫
的醫護人員發放獎金，並期望國民團結
應對疫情。 ■綜合報道

印缺潔淨水阻防疫「不能浪費食水洗手」

俄確診破萬 普京放權地區制策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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