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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指出，全球在上周四和周五，分別
錄得逾34.3萬及35.5萬宗確診，連同

前日的逾38.3萬宗，3日合共有逾100萬
宗確診，累計病例超過3,724萬宗，合
共逾107.3萬人死亡。目前全球疫情蔓
延最快的地區為美洲、歐洲和東南
亞，前日分別錄得150萬、123萬及
82萬宗確診。

美10州刷新紀錄
美國仍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全國50個州份中，有10
個州上周五錄得單日新增個案新
高，包括中西部的印第安納、明尼
蘇達、密蘇里和俄亥俄州。踏入10月
份，已有19個州曾錄得破紀錄單日新

增個案。威斯康星和伊利諾伊州連續兩天
確診均超過3,000宗，這趨勢在之前的疫情
高峰期也未曾出現。威斯康星州一間方艙
醫院已準備就緒，準備接收病人。目前全
美累計確診逾771萬宗，逾21.4萬人死
亡。
巴西衞生部前日公布新增病例26,749
宗，累計508萬宗，累計死亡人數突破
15萬。總統府政府秘書處部長拉莫斯前
日確診，是巴西第10名染疫的部長級官
員，里約熱內盧州代理州長卡斯特羅亦

於同日確診。

法「疫情警戒區」增4城
法國疫情指標繼續惡化，前日單日新增近2.7萬

宗確診，再創新高，累計確診升穿71萬宗。衞生
部公布，繼首都巴黎和南部城市馬賽後，里昂、
里爾、格勒諾布爾和聖艾蒂安4個城市及其周邊地
區，亦被列入疫情「最高警戒區」，採取防疫新
措施，所有酒吧關閉至少15天，娛樂場所暫停營
業。相關地區的政府可自行採取更嚴格防疫措
施，包括對繁忙時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實施限
制。

愛爾蘭全國禁堂食
愛爾蘭前日錄得1,012宗新增病例，是當地爆發

疫情以來最高，較過去一周的每天平均數增近一
倍。首席醫療官霍洛漢承認疫情急速惡化，情況
令人憂慮。政府上周一已下令全國餐廳禁止室內
堂食，隨着疫情進一步嚴峻，當局或會採取更嚴
格的封城措施。
英國累計逾4.28萬人死亡，是歐洲國家中最

多，自本月3日以來，每日新增個案均維持1萬宗
以上，上周日更錄得逾2萬宗。俄羅斯昨日錄得
13,624宗確診，屬當地單日新高，累計確診逼近
130萬宗，居全球第四。葡萄牙近期每日新增病例
不斷攀升，前日更新增1,646宗確診，是歷來最
多。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現金使用量
大減，多家主要央行趁機投入研
發數碼貨幣，其中歐洲央行今日
開始會就「數碼歐元」展開為期3
個月的公眾諮詢，並同時展開為
期半年的相關實驗。目標是在
2021年中左右決定是否啟動數碼
歐元項目。
歐洲央行月初發表報告，公布數
碼歐元發展計劃。報告指出，數碼
歐元可以在瞬息萬變的數碼世界
中，為歐元區公民提供一種安全的
貨幣形式，當現金這個支付手段的
作用顯著下降，數碼歐元有望成為
有效應對手段，有利於支持歐洲經
濟數碼化和歐盟戰略獨立性。同

時，數碼歐元還可作為新的貨幣政
策傳導管道，降低常規支付服務風
險、提升歐元國際地位、改善貨幣
和支付系統總成本等。
顧名思義，數碼歐元即是電子

化的歐元，由歐洲央行發行，具
有與歐元紙幣或硬幣般的法定地
位，相關資產可以在歐洲央行提
存，亦可儲存在電子錢包等平
台。不過歐洲央行的報告亦強
調，數碼歐元的角色是補充現
金，而非現金的替代品。

全球8成央行研數碼貨幣
新冠疫情下，不少歐洲消費者

擔心紙幣可能傳染病毒，令歐元

現金使用量大減，即使是向來
「現金為王」的德國，今年卡類
支付的消費金額也可能歷來首次
超過現金支付。不過電子支付興
起的同時，歐洲央行亦擔心如果
太多歐元資產轉往歐盟以外的電
子支付平台或虛擬貨幣，會削弱
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
歐洲央行並非首家推進貨幣數

碼化的央行，中國早已研究推行
人民幣數碼化。國際清算銀行與7
大歐美央行日前亦發表報告，指
出全球80%的中央銀行已開始數
碼貨幣研發，過半進入實驗與實
行階段。

■綜合報道

日本央行上周五宣
布，將於2021年啟動
數碼貨幣實證實驗。日
本央行表示目前沒有發
行數碼貨幣的計劃，但
正在推動建立可應對數
碼化進展的機制。
日本央行計劃進行的

實驗將包括檢驗貨幣必
須具備的基本功能如發
行和流通等，檢驗是否
能讓數碼貨幣產生利
息，規定所持數碼貨幣
金額上限，以及探討如
何讓民間企業和消費者
參與等。
相較於現金，數碼貨

幣的優勢在於保管和運
輸成本下降、透明度提
高以及有利於防止逃稅
等，但在保護用戶訊息
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問
題。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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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昨日新增近7.5萬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累計病例突破700萬宗，僅次於全
球確診最多的美國。目前印度確診宗數
與美國相差只有60多萬，但病例增速快
過美國，預計累計確診再過幾星期便可
能超越美國。衞生專家警告，抗疫疲勞
令印度疫情持續嚴峻，加上當地人口多
達13億，檢測比率卻遠低於其他國家，
故估計實際感染數字可能更高。

迎兩大宗教節日
印度為重振經濟而陸續解除防疫措

施，每日新增病例在上月中旬錄得破紀
錄的逾9.7萬宗，雖然單日新症目前回落
至介乎約6萬至7萬宗的水平，但隨着本
月底和下月兩大印度教節日來臨，連場

大型慶祝活動勢必加劇疫情。
印度人口相對年輕化，當地新冠肺炎

患者康復比率是在較高水平的85%，當
地累計死亡病例亦只有10.8萬宗，約為
美國21.4萬死亡人數的一半，死亡率遠
低於歐美國家。但有專家指出，印度疫
情匯報機制欠佳，加上醫療設施缺乏完
善和檢測量不足，故死亡人數難以作
準。
印度亦可能面臨抗疫疲勞問題，退休

病毒學家約翰指出，印度人逐漸不再佩
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離，加上社交平台
流傳不實疫情資訊和療法，令國民更加
抗拒防疫。一名退休官員表示，在街上
看到很多人沒有戴罩，憂慮疫情失控。

■法新社/美聯社

《華爾街日報》報道，隨着美國的新
冠病毒檢測能力提升，華府正與英國官
員磋商，計劃在紐約與倫敦之間開設安
全旅遊通道，讓兩地旅客在出發前和抵
埗後接受病毒檢測，代替入境後隔離檢
疫14天，以提振旅遊業和航空業，目標
是今年11月底感恩節和聖誕節旅遊旺季
開始前開通。
根據目前規定，美國公民抵達英國後

需隔離檢疫14日，美方則禁止來自英國
和歐盟的非美國公民入境。歐美航空公
司自7月起，便游說各國政府以機場檢測
取代隔離措施。知情人士透露，安全旅
遊通道將主要使用快速測試工具，旅客

在登機前和落機後分別接受檢測，但快
速測試可能影響準確度，英美雙方正商
討旅客是否仍要接受其他形式的檢測和
短時間隔離。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據報已同意紐約

倫敦旅遊通道安排，美國運輸部亦表示
準備好作出支援，正繼續與航空業界人
士商討。倫敦希斯羅機場行政總裁霍蘭
德凱伊上月底透露，首相約翰遜有意在
本月下旬試行安全旅遊通道。然而美國
和英國近期疫情持續反彈，尤其美國的
感染率持續高企，恐成為美方與外國政
府商討旅遊通道的最大障礙。

■綜合報道

印度確診破700萬
料數周內超美國

美擬要求
續租駐英大使官邸千年

位於倫敦攝政公園的「溫菲爾德宮」，自1955年起一直
是美國駐英大使官邸，由美方向英國皇家財產局租用，將
於2053年到期。據《星期日郵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
擬要求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將租約延長1,000年，甚至計劃
以此作為美英貿易協議的條款。
「溫菲爾德宮」佔地約54萬平方英尺，共有35個房間，

私人花園面積在倫敦地區僅次於白金漢宮。美國前總統奧巴
馬和布什、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和王室成員均曾在此下榻，美
國總統特朗普去年6月訪英期間亦曾入住。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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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反彈加劇，

據世界衞生組織發布的數

據，全球前日新增383,359

宗確診個案，連續第3天錄

得新高，過去3天錄得的確

診病例超過100萬宗，增速

是疫情爆發至今最快。歐美

多地確診再創新高，美國前

日錄得逾5.8萬宗確診，是

兩個月以來最多，法國、俄

羅斯和愛爾蘭等國皆相繼刷

新疫情爆發以來的單日確診

紀錄，促使各國加快收緊防

疫措施，避免疫情失控。

英國政府早前向英國生物醫療
公司 Abingdon Health， 購 買
100萬份新冠抗體檢測工具，供
國民在家中「拮手指」抽血檢
驗，聲稱約 20 分鐘可得知結
果。不過多名專家質疑未有足夠
證據證明這些工具有效，指衞生
部急就章，只是浪費公帑。
Abingdon Health在官方網頁

列明，旗下「AbC-19」抗體檢
測工具只供專業醫護人員使用，
不應在家中自行使用。華威大學
病毒學教授勞倫斯．揚指出，抗
體檢測工具較為複雜，要求一般
民眾自行使用，並準確解讀檢驗
結果是相當困難，民眾提供血液
樣本時經常出錯，故應在進一步
證明這些檢測工具有效後，才向
公眾推廣使用。英格蘭公共衞生
部門前主管阿什頓表示，這是首
相約翰遜應對新冠疫情的典型方
法，花錢在效用存疑的檢測工
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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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倫敦研旅遊通道
檢測代替隔離

■■ 新冠抗體檢測工具新冠抗體檢測工具
較複雜較複雜，，一般人難以一般人難以
使用使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印度檢測量不足，現有數據或
未反映真實疫情。 美聯社

◀ 印度或
將超越美
國成為最
多確診宗
數 的 國
家。

美聯社

■■溫菲爾德宮溫菲爾德宮

■■ 德國警察疫下在紅燈德國警察疫下在紅燈
區執法區執法。。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