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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自疫情爆發以來，多次聲稱中國是疫情源頭，例如
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導致新冠

肺炎在美國以至全球大流行，又以世界衞生組織「以中國為中心」為
由，決定退出世衞，甚至曾狂言要「切斷與中國的整個關係」。

攻擊衞生專家 亂推「神藥」
不過衞生專家不止一次表明，特朗普政府未正視疫情迅速採取行動、
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協調不足、早期病毒檢測出現失誤，才是美國疫情
失控的主因；歐亞集團全球衞生項目主任羅森斯坦表示，美國在抗疫上
的表現，與當地所擁有的科研實力、私營機構及聯邦政府資源「並不匹
配」，若美國可妥善應用既有資源，理應能控制好疫情。
在白宮的抗疫工作中，政治多次凌駕科學，如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
究所所長福奇作為白宮應對疫情小組的重要成員，不單未獲白宮全力支
持，反而不斷成為保守派政客的攻擊對象；甚至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亦曾被白宮當成病毒檢測量不足的擋箭牌，令疾控中心難以全力
投入抗疫。白宮亦多次不顧缺乏科學證據，強推抗瘧疾藥羥氯為「新
冠神藥」，社會爭論藥物是否有效，更令抗疫焦點被模糊。
華府在談論疫情現況及數據時，亦傾向「報喜不報憂」，如特朗普便
常稱病毒「終會消失」，或者是誇大其他國家疫情，以淡化美國疫情嚴
重性；即使疫情尚未回穩，華府亦已不斷施壓重啟經濟活動、重開校
園，令疫控工作難上加難。

適逢大選 戴罩也成政治
今年適逢美國大選年，抗疫政治化的問題便更為嚴重，在黨派政治驅
使下，簡單如是否戴口罩、是否留在家中，亦成為體現政治立場的議
題；8月初以來民主、共和兩黨則再就疫情紓困方案陷入談判僵局，影
響數百萬因疫情失業的民眾。
4位疾控中心前主任或署理主任，包括弗里登、科普蘭、森徹、貝瑟
早前便聯名撰文，指出在美國人民需要領導能力、專業知識及透明度來
應對疫情之時，科學卻因黨派鬥爭面臨挑戰，造成民眾混亂及不信任，
批評情況「不理智及危險」。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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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規模爆發
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至總統
特朗普等政客，多次聲稱病毒可
能源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但多
次遭情報官員和專家駁斥。蓬佩
奧等人近來已開始減少提及「實
驗室陰謀論」，但仍繼續以「中
國病毒」稱呼新冠病毒。

施壓情報部門找證據
《紐約時報》早前引述消息，
指蓬佩奧早在1月時，已多次向情
報部門施壓，希望找出「病毒源
自武漢實驗室」的證據。雖然情
報官員最終無法找到證據，但特
朗普及蓬佩奧其後持續炒作陰謀
論，聲稱已掌握足夠證據，甚至
指控武漢實驗室蓄意流出病毒，
立場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台，亦

宣稱病毒是從武漢實驗室洩漏。
然而科學家一直反對實驗室陰

謀論，例如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
曾表明，病毒是從動物傳至人
類，多份歐美期刊文章研究亦顯
示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
隨着科學證據愈來愈多，特朗

普和蓬佩奧先後改口，特朗普首
先在5月初，承認病毒不是來自武
漢實驗室，又稱相信中國無意令
病毒散播；蓬佩奧5月中受訪時，
亦不再提及病毒源自實驗室。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上月獲

邀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採訪，所長
王延軼表示，一小部分人在沒有
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無端指責武
漢病毒研究所流出或合成新冠病
毒，完全不符事實。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爆發
後，以世界衞生組織(WHO)抗疫
不力為由，宣布退出世衞，預定
明年7月生效。不過專家指出，
若要重建公共衞生合作體系，將
需付出高昂成本，美國的真正意
圖可能是以退出世衞為契機，撼
動其他國際組織，目標是建立更
有利美國的新經貿合作體系。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聲稱，不

排除在退出世衞後「另起爐
灶」，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
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表示，美國
自立門戶的可行性不大，主觀意

志亦不強烈，原因是建立新的公
共衞生體系需投入高昂成本，美
國此前種種「退群」行為亦顯
示，華府無意擔當倡導者角色。

為造勢停撥款世衞
劉衛東估計，美國一方面希望

利用自身醫療技術和資源向世衞
施壓，爭取更有利的條件，特朗
普政府亦可藉停止向世衞撥款，
體現「美國優先」理念，為11月
的大選造勢。他估計若特朗普11
月成功連任，美國將繼續製造各
種麻煩，迫使世衞妥協，但若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勝出，美國便可
能很快返回世衞。
劉衛東進一步指出，美國的意

圖可能是以世衞為突破點，在經
貿領域重建世界體系，形容傳染
病無分國界，只通過地區性、小
範圍的合作機制難以抵禦，但經
貿問題可只由數個國家建立新機
制，而美國近期在知識產權等方
面抹黑中國，西方國家也會認為
與中國貿易存在風險，在「選邊
站」時或更易選擇美國，把中國
排除在外。

■綜合報道

美國國際開發署早前曾聲稱，已向
全球提供逾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
援助，協助各地抗疫。然而美國口中
的援助遲遲未到達，救助兒童會、世
界宣明會等20多個機構6月聯署去信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署長巴爾
薩，稱幾乎沒有美國援助到達前線，
對此感到擔憂。
美國在疫情期間多次涉嫌在捐贈物

資上開出「空頭支票」，例如總統特
朗普5月時曾聲稱，向尼日利亞捐出
1,000部呼吸機，但尼日利亞一方後
來表示沒有收到。美聯社指，美國截
至6月為止，僅曾向南非一個非洲國

家，捐贈50部呼吸機。
USAID此前揚言，美國政府在國

際抗疫工作上擔當領導角色，已撥出
逾10億美元，分發至志願團體、私
營企業和聯合國相關機構等。參與聯
署的機構形容，拖延分發救援物資將
是災難，警告美國協助全球抗疫的
「窗口正在關上」。
前總統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外國災害

援助辦公室主任科寧迪克形容，美國
在國際前線「基本上沒有行動」，為
此感到心痛，形容國際層面出現真空
和混亂。

■綜合報道

口罩政治化
在黨派政治驅使下，戴口罩與否或是否居家抗

疫等，都成為政治立場的體現。美國政府已公開
承認戴口罩有助控制疫情，當地亦有愈來愈多衞

生及醫學專家開腔，呼籲民眾戴口罩以防
感染新冠病毒，不過時至今日，政

界仍在爭論是否應立法，
強制民眾在公共場

所戴口罩
強推「神藥」
白宮曾不顧科學家警告，強推抗瘧疾藥
「羥氯」為治療新冠肺炎的「神藥」；不過

由於使用羥氯喹存在太多不可控因素，亦缺乏
可信證據證明藥物對治療新冠肺炎有效，社

會曾激烈爭論「神藥」是否有用，反令
抗疫焦點被模糊，佔據本可用於傳遞

防疫資訊的時間和資源

攻擊專家
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
研究所所長福奇是白宮應
對疫情小組的重要成員，
不過他不單未獲白宮全力支
持，更成為部分政客的攻擊對

象；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亦曾被白宮「擺上
枱」，如指控中心「扣起
檢測工具」、施壓中心
修改抗疫指引等，拖累
中心的疫控工作

報喜不報憂
美國政界領導人在

談論新冠疫情與數據
時，常常選擇性報喜不報
憂，並經常誇大其他國家

疫情，如總統特朗普曾稱
確診只有個位數的新西
蘭疫情「可怕」等，
以掩飾美國疫情防控
的負面情況，同時亦繼
續推卸疫情責任

謀拆全球經貿體系 退世衞成突破口

■■特朗普的反對者扮飲清潔劑特朗普的反對者扮飲清潔劑，，諷刺特朗普早諷刺特朗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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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全球得把口 逾20慈善機構「追數」

炒作「武漢實驗室陰謀論」
不敵科學證據敗走

美國的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達627萬

宗，死亡患者逼近

19萬人，是全球疫

情最嚴重的國家。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理應並不缺

乏抗疫所需的醫療或公共衞生資源，但抗疫表現卻相當失

敗，專家指出美國政客及官員將抗疫「政治化」，是華府

難以有效控制疫情的主因，例如不斷將疫情歸咎於中國、

拒絕信從科學證據、急於解封等，終令美國成為全球疫情

「震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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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多次凌駕科學，使更
多人染疫。 資料圖片

■疫下的美國護老院成為重災區。 資料圖片

■美國疫情
高峰時，紐
約一間醫院
要將屍體放
置在走廊。

資料圖片

■大批美國民眾曾受政爭煽動走上街頭抗議居家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