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會人士發言(部分)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世衛地位「無可取代」
■古特雷斯稱，世衛仍需要更多資
源，以協助發展中國家。部分國家
無視世衛的抗疫建議，各自實行不
同、甚至互相抵觸的政策，導致各國付上巨大代價。

德國總理默克爾

全球需合作抗疫
■默克爾指出，不應該有國家需要獨
力抗疫，若全球共同合作處理，新
冠疫情可更快受控；同時提到世衛
的重要性，表示世衛是凝聚各方力量的合法國際機構，故此有
需要不斷作檢討，找出改善世衛運作的方式。

韓國總統文在寅

團結是「抗疫最強武器」
■文在寅表示，在努力對抗新冠疫情
之際，各國應團結及互相合作，以
此作為對抗病毒的「最強武器」，
包括互相分享資訊等。有需要更新世衛《國際衛生條例》，並
賦予法律效力，讓世衛更有能力應對日後的疫症。

瑞士聯邦主席索瑪魯加

全力支持世衛工作
■索瑪魯加表示對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表示支持，稱在經歷新冠肺炎的危
機下，譚德塞擁有瑞士的全力支持
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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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重點之
一，是尋求打破新冠病毒治療藥
物及疫苗的專利，確保全球所有
國家的民眾，都可以平等獲得它
們，防止被個別大國壟斷。不過
在美國及英國聯手阻撓下，有關
決議內容被大幅淡化，只能要求
藥廠「自願」交出專利，恐令全
球疫情更難根除。

爭相「圈地」致藥物短缺
雖然目前仍然未有個別藥物證實

對新冠病毒有效，眾多疫苗研究亦只
處於初步階段，不過一些歐美大國已
經開始爭相「圈地」。以美國為例，
自從總統特朗普將抗瘧疾藥物羥氯喹
標榜為抗疫「神藥」後，華府即四處
囤積這種藥物，甚至要挾主要產地印
度出口該藥，導致羥氯喹供應全球短
缺；法國藥廠賽諾菲上周亦一度宣
佈，一旦成功研發新冠疫苗，將優先
向最先作出資助的美國供應疫苗，引
起歐洲多國不滿。
為確保全人類能夠公平取得新

冠病毒疫苗及藥物，歐盟在世界
衛生大會提出決議案，呼籲各國

透過共享專利池，加強研發合
作，即由藥廠自願交出專利，再
由世衛協調全球生產。不過報道
指，決議案原本要求強制藥廠交
出專利，但在美國、英國及瑞士
等製藥大國反對下，改為「自
願」。
世貿於1994年通過協議，列明
藥廠可就所研發的藥物享有20年
專利保障，導致很多重要藥物無
法大量生產，包括治療愛滋病藥
物，令一些較落後國家受害。直
到2001年世貿《多哈宣言》才列
明公眾健康權凌駕藥物專利，容
許成員國在應對主要疫情時無視
專利，生產仿製藥。 ■綜合報道

美英作梗淡化決議
危害疫苗平等分配

世衛首席科學家強調：新冠病毒源於自然

一連兩日的世界衛
生大會，是世界衛生
組織最高決策機構，
每年開會一次，由世
衛194個成員國派代

表參加，職責是決定世衛政策、任
命總幹事、監督財政政策，以及審
批和批准預算。

世界衛生大會每年5月在瑞士日
內瓦的世衛總部舉行，一般為期3
個星期，但今年因應新冠疫情，幾
乎所有與會代表都透過視像會議參
與，不少委員會會議取消，會期亦
因此大幅縮短至兩日。

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成員國代表
團可為政策及措施提出指引，並由
總幹事協調監督。世衛亦可同時給
予建議，尤其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公

共衛生危機之際，但最終仍是由各
成員國決定對策及落實，總幹事並
無權力要求成員國執行措施。

大會的議程由世衛執委會決定，
執委會由34名具相關技術資格的委
員組成，每人任期3年，每年1月和
5月召開會議，其中1月的會議決定
世界衛生大會的議程，5月的會議
則接着世界衛生大會舉行，主要審
議較為行政性的事項。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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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國參與世衛大會決策

世衛首席科學家斯瓦米納坦在世界衛生大會召
開前，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訪問，明確表示新
冠病毒並非在實驗室製造出來的病毒，重申新冠病
毒源於自然界。對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次誣稱病
毒「源自武漢實驗室」，斯瓦米納坦拒絕評論。
斯瓦米納坦說，科學家早已表明病毒不是源自

實驗室，原因是如果病毒是人工製造，理應會在
基因組留下標記。她表示，新冠病毒很大可能來
自蝙蝠，「我們現時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如何及

何時從蝙蝠傳到人類，中間宿主是什麼，這些事
情是何時發生，以及這到底是單一抑或一連串的
事件導致的傳播」，強調需要科學家調查這些問
題。
斯瓦米納坦表示，希望國際社會可就調查病毒

源頭合作，認為這有助日後制訂指引及處理程
序，避免類似的疫症再度發生。斯瓦米納坦亦表
示，中國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在多個範疇上，與
世衛及其他國際夥伴合作。 ■綜合報道

新冠肺炎在全球造成逾30萬人死亡，累計感
染人數逼近500萬，譚德塞發言時形容，

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是「世衛在1948年成立以
來最重要一次大會」。他談到病毒對人類文明
的影響，指出「所有經濟、軍事、科技力量，
在這非常微小的生物面前，都變得微不足道，
若說新冠病毒教曉我們什麼，那便是謙卑」。

獲抗體人口比例仍低
疫情尚未結束，部分國家如俄羅斯、
巴西等更漸趨嚴重，譚德塞警告疫情風
險仍然高企，抗疫路仍然漫長，並引述
部分國家進行的血清測試結果，指出最
多只有20%人口曾接觸過新冠病毒、繼
而在體內留有抗體，絕大部分國家的數
字更不足10%。
譚德塞以山火來類比疫情，形容一旦

人類不注意，病毒便會暗中迅速蔓延，
更會摧毀人類在數十年以來對抗產婦死
亡、兒童夭折、愛滋、瘧疾、肺結核及

其他衛生問題的努力。他表示世衛雖然支持各
國逐漸重回正軌，但警告不可過早解封。

領袖發聲撐世衛
譚德塞向來同意在疫情後進行檢討，他昨日
亦再承諾就世衛處理疫情的手法展開獨立調
查，表示會在「最早的合適時機」展開，及具

透明度、負責任。譚德塞坦言，所有人在今次
的疫情上都有進步空間，每個國家、每個組織
都需要評估其應對手法，並從中學習，又感謝
所有發聲支持世衛的國家領袖。
不少政要均在會上向世衛表示支持，最先發
言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直指，世衛的地位
「無可取代」；南非總統拉馬福薩亦表示「全

力支持」世衛。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呼
籲各國合作，指出在全球合作下，疫
情便可更快受控。
韓國總統文在寅提出，更新《國際

衛生條例》及其他指引，並賦予法律
效力，以增加世衛應對日後公共衛生
威脅的能力，亦建議設立預警系統、
合作機制等。世衛現行條例在2005年
制訂，規定所有成員國在疫情爆發
時，均應該立刻通報世衛總部，不過
世衛的執行能力受限，若成員國不允
許，世衛人員亦無從進入國內調查。

■綜合報道

歐盟向世界衛生大會提交了新冠肺炎疫情應
對決議草案，有媒體將其與部分國家提出對新
冠肺炎疫情進行「獨立審查」相關聯。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指
出，草案有關案文內容與所謂「獨立審查」完
全是兩回事。
來自澳洲媒體的記者當日在會上問，世界衛
生組織近190個成員國中的100多個國家支持
對新冠肺炎疫情進行「獨立審查（inqui-
ry）」，這些國家遍佈全球，包括俄羅斯、日
本、印度、歐盟、巴西、澳洲和幾乎所有非洲
國家。中方是否支持在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
會上討論此事？

「你說的不準確。」趙立堅回答說，日前，
歐盟向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提交了新冠肺炎疫
情應對決議草案，各方已就案文達成一致。在
溯源問題上，各方同意參照《國際衛生條例》
突發事件委員會建議措辭，要求總幹事與世界
動物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及各國密切合
作，通過聯合實地科學考察等措施查清病毒的
動物來源以及向人傳播途徑，以及可能的中間
宿主，目的是降低類似事件發生的風險。這體
現了科學專業精神。
趙立堅強調：「決議磋商中，絕大多數國家

都認為疫情尚未結束，合作抗疫是當務之急，
立即啟動審查和病毒溯源的時機尚不成熟。」

趙立堅指出，當前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
通過這一決議旨在支持世衛發揮關鍵領導作
用，聚焦當前國際抗疫合作。目前的決議草案
案文呼籲成員國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歧視、污名
化，打擊錯誤、虛假信息，在研發診斷工具、
診療方法、藥物及疫苗、病毒動物源頭等領域
加強合作，並適時對世衛應對疫情工作進行評
估。這些均符合中方立場。
「任何決議的通過都是成員國共同努力的結

果，也不應對案文做片面解讀。」他重申，有
關案文內容同所謂的「獨立審查」完全是兩回
事。

■綜合報道

中方：歐盟草案與所謂「獨立審查」完全是兩回事

譚德塞山火喻疫情譚德塞山火喻疫情
警告不能過早解封警告不能過早解封

世衛大會揭幕 多國撐合作精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演變成「世紀疫症」，各國仍努力控制疫情之

際，一連兩日的世界衛生大會昨日在瑞士日內瓦揭幕。各國政要以視

像方式在會上發言，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形容疫情令國際社會學懂謙卑，

並警告抗疫之路仍未結束，另外承諾就世衛處理疫情的手法展開獨立調

查，其餘多國領袖亦強調合作抗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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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532,861 (18,704) 91,092 (846)

俄羅斯 290,678 (8,926) 2,722 (91)

西班牙 277,719 (－) 27,650 (－)

英國 246,406 (6,245) 34,796 (330)

巴西 244,052 (10,404) 16,201 (533)

意大利 225,886 (451) 32,007 (99)

法國 179,569 (－) 28,108 (483)

德國 177,069 (619) 8,070 (43)

土耳其 149,435 (1,368) 4,140 (44)

伊朗 122,492 (2,294) 7,057 (69)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