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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英國的爭議主要圍繞阿斯利康藥廠新冠疫苗的供應，阿斯利
康是英國瑞典合資藥廠，在英歐均有廠房，藥廠早前通知歐盟需

要減產，後者質疑藥廠是要優先供應疫苗給英國，於是大興問罪之師，
更在上周五實施出口申報制度。英國則反指歐盟行為如同「欺凌」，質
疑歐盟自己沒有足夠疫苗，於是試圖搶走在英國生產的疫苗。

政治考量 英歐各懷鬼胎
英歐政府尋求確保疫苗供應，背後自然充滿政治考量，英國首相約翰
遜期望透過妥善的疫苗接種安排，反駁被指抗疫不力的批評；歐盟高層
則希望在英國脫歐後，展現出強勢姿態，既是要對英國立下馬威，也是
要證明歐盟仍然在國際事務上擁有話事權。
英歐為疫苗爭鬥之際，卻忘了全球很多發展中國家仍然無疫苗可用，
當歐盟為疫苗出口設限，難免會影響到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醫生嘆「無止境工作」
對於發展中國家民眾而言，看着英國和歐盟此等發達國家在搶佔了全
球大多數疫苗供應量後，仍然為疫苗爭個你死我活，自不免感到心寒。
巴基斯坦醫生艾哈邁德便說，他和同事近數周不斷等待疫苗消息，但怎
麼盼也盼不到，意味他們還要繼續在缺乏疫苗保護下無止境工作，「實
在太艱難」。

英購買量夠打4次針
樂施會統計，美國Moderna（莫德納）藥廠現時所有未來疫苗產量，
輝瑞藥廠未來96%疫苗產量，都已經被佔全球人口僅14%的最富有國家
訂購；很多國家採購的疫苗數量亦已超出全國人口所需，如英國已購得
逾5億劑疫苗，幾近足夠全國人口打4次針。
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亦推算，倘疫苗無法公平分配，全球的染疫死亡
數字便會增加近1倍，對於這些本可避免死亡的民眾而言，「疫苗民族
主義」便等同對他們判下「慢性死刑」。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已造成逾
220萬人病逝。
新冠疫情已蔓延全球，控制疫情絕非單一國家努力就可實現，挪威科
技大學的全球衞生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艾肯莫指出，政府自然期望讓國
內民眾優先打針，是供應短缺時的自然現象，結果便是英歐之間的疫苗
供應爭端；但疫情是全球問題，而非國內問題，各界必須秉持包容的原
則。 ●綜合報道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衞生及網絡安全事務高級研究
員菲德勒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直言從未見過任
何疫苗或藥物可全球公平分配，此前全球爆發禽流感及
甲型流感期間，亦引發富裕國家霸佔疫苗的爭議。

美曾反口 削甲流疫苗供應
在2009年，H1N1甲型流感肆虐全球，聯合國當時
呼籲富裕國家生產更多疫苗，供給其他有需要的國
家，美國、巴西和法國均承諾將全國疫苗存量的
10%，供應給聯合國疫苗計劃，但到當年10月，聯合
國官員指供應量明顯不足。聯合國協調員納巴羅慨
嘆，「富國與貧窮國家團結一致，確保有足夠疫苗供
應，確實是最大挑戰。」
然而在數周後，美國發現本身的甲流疫苗短缺，更背
棄諾言，削減供應聯合國的疫苗數量，表明優先要讓美
國國民接種，同時強調正日以繼夜加快生產疫苗。

向窮國取樣本 高價售疫苗
而在2003年全球開始爆發H5N1禽流感，重災區之一的印尼
向附屬世衞的實驗室分享病毒樣本，用作研發疫苗，但印尼其後
發現在未得該國同意下，澳洲一間與世衞沒有聯繫的實驗室取得部
分樣本，印尼隨即宣布停止分享病毒樣本，指出樣本是由印尼和其他受
疫情嚴重打擊的貧窮國家免費提供，批評富裕國家研製出疫苗後，卻以
高價出售，印尼根本負擔不起。 ●綜合報道

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指出，全球各地的新冠疫苗接種進度嚴
重不平均，富裕國家早已開始接種計劃，絕大多數低收入國家卻因疫苗
供應不足，以及欠缺推行疫苗計劃的龐大資金，接種進度遠遠落後，
許多低收入國家或要到2023年，才有望廣泛接種疫苗。

EIU表示，預計美國、英國及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在3月底前
可完成優先組別的接種工作，其他富裕國家估計亦可於6月底
前，為所有優先接種人士打針。
至於包括巴西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國家，由於曾參與疫
苗臨床測試或設立生產疫苗廠房，因此獲承諾較早取得
疫苗，為優先組別接種，但能否大規模接種，將視乎是
否有足夠基礎設施和資金。
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及絕大多數低收入國家，則要
依賴世界衞生組織的「新冠疫苗保障機制」（CO-
VAX）獲取疫苗。世衞希望為貧窮國家合共提供60
億劑疫苗，其中今年內會供應20億劑，但能否達
標，將視乎疫苗生產及付運進度，若生產出現延
誤，預計貧窮國家要到2023年才可望廣泛接種疫
苗。

●綜合報道

全球醫護長者先打最有效率
衞生專家指出，如果安全有效的疫苗以最具效率方
式分配，即先讓各國醫護、長者等高危群體打
針，而非先讓富有國家所有民眾打針，全球
疫情便可更快結束；歐亞集團研究亦發
現，若低收入國家在疫情下無疫苗
可用，對當地經濟以至其他經
濟體均會構成打擊。 富國大手收購疫苗

不少富裕國家為求盡快取得
可用疫苗，會同時向多間正研
發疫苗的藥廠採購，特別是如
輝瑞、Moderna（莫德納）等
早期實驗數據理想的藥廠，最
終導致佔全球14%人口的富
裕國家，共購入未來疫苗產量

的過半劑量。

低收入國醫護恐需苦候
專家憂慮即使富裕國家的大部分人口

均已打針，低收入國家的醫護人員會
仍無疫苗可用；美國杜克大學全球
衞生創新中心估計，排隊尾的
國家需要等到2024年才能
打針。

「疫苗民族主義」
不限於貧富國之間
英歐就阿斯利康疫苗的爭端，反
映富國之間亦會出現「疫苗民族

主義」問題，美國、澳洲等
國家，亦可能受歐盟疫

苗出口管制影響。

低收入國家
靠世衞取疫苗

目前參與世衞COVAX疫
苗保障計劃的國家，預料可獲分
發合共最少20億劑疫苗，其中
最少2/3供應低收入國家，每
個參與計劃的國家，到今年底
料有最少1/5人口可打針。阿
斯利康亦承諾，近2/3疫苗產
量會供應低收入國家。

疫苗接種「隊尾國」
排到2024

全球各國去年9月在聯合國峰會上，承諾新冠疫苗面世

後，會讓全世界最受影響群體優先接種，不過歐盟與英國

近日的疫苗爭奪戰，以至歐盟單方面就疫苗出口設限，讓

公平分配疫苗的承諾淪為空談。事件凸顯了「疫苗民族主

義」的醜惡，如果發達國家不決心協助分配疫苗，長遠勢

必導致疫情拖長，發展中和貧窮國家將首當其衝，「疫苗

民族主義」儼如是對數百萬窮人的「慢性死刑」。

富國霸疫苗早有前科
聯合國協調員嘆「無晒符」

低收入國
料2023年始廣泛接種

過去一星期，英國與歐盟之間爆發一場新冠疫苗爭
奪戰，事件掀開了西方國家對疫苗分配的「遮醜布」，
將他們骨子裏的「疫苗民族主義」醜態，赤裸裸地暴露
於世人眼前。假如控制疫苗生產線的發達國家可以隨意
限制出口，叫國際社會如何對西方製造的疫苗有信心？

今次事件中，英國尚且有能力與歐盟討價還價，但如果換作其他發展中
國家遇上類似事件，冤又能往何處訴？

在今次英歐疫苗之爭中，雙方都不是贏家。對於向來以「人權優等
生」自居的歐盟而言，限制疫苗出口無疑是自毀「道德高地」的一着。
過去幾年脫歐爭議中，歐盟口口聲聲說着絕不容許英國北愛爾蘭與愛爾
蘭之間出現「硬邊界」，沒想到如今歐盟竟然帶頭違反承諾，變相在北
愛設立「疫苗硬邊界」來阻礙疫苗出口到英國，雖然歐盟很快便認錯並
撤回措施，但事件已經嚴重損害歐盟的國際聲譽。

另一邊廂，英國這次雖然表面上贏了一仗，實際卻將自私的一面表露
無遺。英國是全球最早接種疫苗、亦是接種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作為疫
苗生產地，本應有餘力和責任協助疫苗不足地區，但英國首相約翰遜為
了個人政治利益盤算，拒絕讓阿斯利康藥廠將英國的產量調撥到歐洲，
無視歐洲將有更多民眾因此死亡的可能。

在這場英歐疫苗風波中，有一種聲音漸漸受到更多關注。不少西方媒
體都開始思考，歐美國家是否過度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開發的疫苗上，
忽略了其他國家研發的疫苗，包括已經獲得全球多國認可的中國和俄羅
斯疫苗。

在全球分配疫苗這問題上，中國明顯比歐美國家及藥廠做得更多更
好。雖然至今接種輝瑞、Moderna（莫德納）和阿斯利康這些歐美疫苗
的國家數目較多，但只要攤開世界地圖，便會發現採用這些疫苗的絕大
多數是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相反中國疫苗的足跡卻是遍布亞歐拉非，
至今全球已經有12個國家批准中國疫苗註冊上市或緊急使用，超過40
個國家希望採購中國疫苗，智利、印尼、土耳其、巴西、塞舌爾等國更
已經陸續收到訂購的中國疫苗。

從最早承諾將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到用實際行動向發展中國
家輸出疫苗，推動全球疫苗分配，中國始終為構建人類衞生共同體作出
貢獻。英國和歐盟經此一役後，或者應該好好想想要採取什麼行動，才
能真正幫助全球戰勝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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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歐須學習中國的榜樣
郭燁

●低收入國家恐要等候良久才能廣泛接種。 美聯社

●●秘魯新冠病人死者家屬出席喪禮秘魯新冠病人死者家屬出席喪禮。。路透社路透社

●●馬來西亞兩名婦人為失去至親痛哭馬來西亞兩名婦人為失去至親痛哭。。路透社路透社●●秘魯新冠病人的親屬需排隊為氧氣瓶充氣秘魯新冠病人的親屬需排隊為氧氣瓶充氣。。法新社法新社

●●不少發達國家安排本國國民優先接種疫苗不少發達國家安排本國國民優先接種疫苗。。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