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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裔飽受種族暴力被忽略
慘變白人黑人夾心

應對流行病計劃14年無更新 竟自評最高預防能力

意大利是去年最先爆發新冠疫情的歐洲國家，英國《衛報》

前日揭露，意大利曾在疫情爆發前不足一個月，誤導世界衞生組

織當地已經準備好應對大流行疾病，並於自我評估中，將當地應

對大流行的能力評為最高級，但事實上，意大利政府對上一次更

新大流行應對計劃已經是2006年。

意大利在去年2月21日錄得首宗新
冠肺炎本地確診個案，其後疫情

迅速擴散，首波疫情導致最少1萬人死
亡，至今確診逾281萬宗，約9.6萬人
死亡。在首波疫情的其中一個重災區、
位於倫巴第大區的貝加莫，檢察部門正
就當局應對疫情工作進行調查，因而收
集相關政府文件。
按照國際衞生規例所規定，受條約規

限的國家，每年都要向世衞提交自我評
估報告，評估應對衞生緊急事態的能
力。意大利最後一次提交報告是在2020
年2月4日，亦即錄得首宗本地病例3
星期前，在報告中，意大利將本身應對
疾病大流行的能力評為最高的「第5
級」，意味當地衞生部門的緊急應對協
調機制，以及全國緊急行動中心的管理
系統，都有定期測試及更新。

世衞曾兩度建議更新
不過事實上，意大利應對大流行疾病

計劃對上一次更新已是2006年，按照
世衞在2013年及2018年發表的指引，
意大利有必要更新相關計劃。此問題亦

是貝加莫檢方的調查重點之一。
退休陸軍將領盧內利為貝加莫檢方分

析意大利政府的自我評估報告，指出當
局給出的70項答案中，達60項答案都
「欠缺根據」，反而報告內有大量證據
反映，意大利應對流行病準備不足，盧
內利形容當局「向公眾謊稱已經準備
好」，更嚴重的是試圖「瞞騙」世衞及
歐盟。

官員施壓 世衞刪報告
有關意大利隱瞞抗疫能力的報道並非

第一次曝光，《衛報》去年12月便揭
發，在威尼斯工作的世衞科學家曾經撰
寫報告，主要目的是向其他尚未受疫情
影響的國家提供資訊，協助他們抗疫，
報告卻在5月13日上載至世衞網站後，
翌日即被刪除，報告的其中一項內容，
正正是指出意大利的應急計劃長達14
年未更新。據悉報告是在世衞助理總幹
事、曾任意大利衞生部官員的格拉要求
下刪除，格拉其後亦加入意大利政府的
抗疫團隊。

●綜合報道

歐美媒體雙標
助病毒攻城掠地

美50萬人亡 拜登默哀
福奇：政治分歧加劇疫情

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前日超過50
萬人，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燭光悼念儀
式，並下令所有聯邦政府建築在周五前
下半旗致哀。拜登形容50萬人死亡是
「令人心碎的里程碑」，美國必須銘記
死者、放下分歧，共同渡過疫情難關。
拜登伉儷及副總統哈里斯伉儷前晚一

同出席悼念儀式，4人肅立默哀，現場
點亮500支蠟燭，華盛頓國家教堂鳴鐘
500下，藉以悼念50萬名死者。拜登表
示，美國不能對悲劇感到麻木，更不能
將死亡人數當成單純的數字來對待，只
有銘記所有逝去的生命，美國才能團結

一致，不再讓慘痛的歷史重演。
拜登還指出，美國不應再被政治分歧

和虛假訊息所分裂，呼籲公眾繼續遵守
防疫指引，積極接種新冠疫苗。白宮首
席防疫顧問福奇前日也表示，政治分歧
令戴口罩等防疫措施難以推廣全美，讓
美國面對逾百年來最嚴峻的公共衞生危
機。
美國新增確診個案已連續6周下跌，

日均死亡人數也由上月約4,000人降至
約1,900人。不過福奇警告稱，更具傳
染力的變種病毒仍將為防疫工作帶來挑
戰。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自新冠疫情爆發後，接連發生針對
亞裔的種族暴力事件，近日情況更惡化，
在加州和紐約都先後有多名華人或亞裔老
人遇襲。不過由於這些襲擊中，施襲者很
多時都是黑人，導致事件被美國主流英語
媒體忽略，普林斯頓大學華裔英語教授
Anne Anlin Cheng日前便在《紐約時報》
撰文，呼籲美國社會要關注亞裔所受對
待。

去年2800宗騷擾辱罵報告
Cheng在文中指出，去年疫情導致亞裔

美國人接連遇襲後，一些亞裔組織聯合起
來成立「停止仇視亞太裔」（Stop AAPI
Hate）聯盟，記錄騷擾和辱罵亞裔美國人
的事件，全年共收到2,800份報告，約240
宗涉及人身攻擊。在新一年暴力事件仍然
持續，1月一名84歲泰裔男子在三藩市街
頭遇襲後死亡，在奧克蘭唐人街亦有91歲
老翁被推倒在地。

文章說，這些針對亞裔的襲擊有些上了全
國新聞，「但大多數沒有」，這反映了美國
社會一個問題，即當一宗種族暴力事件在不
完全符合美國標準種族論述時，是如何被忽
視的。文章直言，美國的種族暴力不僅是黑
人與白人之間的問題，實際上複雜得多，例
如最近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中，一方面有些
亞裔群體要求將施暴者繩之以法，但由於施
襲者多是黑人，部分亞裔因此不希望因為他
們令黑人被定罪。

陷「模範少數族裔」困境
Cheng提到，目前亞裔正陷於所謂「模

範少數族裔」神話的困境，由於美國主流
白人文化長年利用亞裔美國人，羞辱和離
間其他少數族裔，結果導致亞裔夾在白人
與黑人之間，既不真正被白人所接受，亦
受到黑人針對。Cheng指出，亞裔經常被
種族眼光看待，卻又不被計入美國的種族
公式中，導致亞裔所受到的種族歧視或暴

力常常受到忽視。
文章批評，美國主流文化從來只會從

一個少數種族歷史上和現在所受傷
害，來決定對他們的關注度，認為
僅靠聚焦特定族裔的遭遇，短期內
或有助改善其處境，但無法消
除根深蒂固的歧視，長
遠更或引發少數族裔內
部對立情緒。
文章呼籲美國社會

應充分意識到各個
族裔之間利益息息
相關，只有彌補族
裔分歧，不再惡意將
亞裔或某個族裔視
為攻擊對象，才有
望逐步解決複雜矛
盾，讓社會團結一
致。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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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擬輸出護士換疫苗 被批商品化醫護
菲律賓至今仍未成功購入新冠疫苗，首
批由中國捐贈的科興疫苗最快也要本周稍
後才送到，為了盡快取得疫苗，當局昨日
表示計劃放寬醫護出國工作名額，希望以
輸出醫護的方式，換取英國和德國供應疫
苗。菲律賓護士聯盟批評當局將醫護當成

商品，做法令人噁心。
菲律賓希望取得1.48億劑疫苗，以達到

為7,000萬成年人口接種的目標。勞工部
國際事務局昨日宣布，若英國和德國同意
向菲律賓捐贈疫苗，當局會放寬每年出口
最多5,000名醫護人員的限制。

護士是菲律賓外勞輸出的一部分，每年
匯回收入多達300億美元（約2,326億港
元）。在2019年，多達1.7萬名菲律賓護士
到海外工作，新冠疫情爆發後當局一度禁
止所有醫護外流，之後解除禁令，但仍限
制每年最多只能有5,000人外出。●路透社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損傷難以
計量，根據最新疫情數據，美國、英國、法國、西班
牙、意大利及德國等主流歐美國家，全部位列於全球
確診人數排名最多的前十個國家之中。不過歐美社會
不論政客、媒體，以至民眾，竟多次將疫情矛頭指向

中國，抹黑中國的防疫抗疫工作，反之，在歐洲首個疫情重災區意
大利，在去年已被揭發誤導世衞，隱瞞防疫資訊，但歐美政客和
媒體卻視而不見，只管不斷放大檢視中國的疫情。歐美國家不檢討
本身的缺失，反而出盡力氣甩鍋給中國，是過去一年全球疫情不斷

惡化的主要原因。
意大利是最早爆發疫情的歐洲國家，其時意大利官員仿效武漢封

城，曾被包括《紐時》在內的歐美媒體形容「為求遏制疫情，甘冒傷
害自己經濟的風險」。不過《衛報》揭發意大利在疫情爆發前，曾向
世衞隱瞞當地疾病控制機制落後，從去年5月第一次出現相關消息以
來，一直未在歐美社會引起太大迴響或批評。

在大西洋彼岸，與歐洲聯繫緊密的美國，早於去年1月向中國實施旅遊
限制，對歐洲卻遲遲未封關，整個2月間逾180萬旅客經歐洲進入美國，甚
至世衞於3月宣布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時任財長姆努奇恩依然反對叫停歐美
間人員往來。在大批國民急於返美下，加速病毒從歐洲流向美國，連紐約州
州長科莫亦曾形容，美國禁止中國旅客如關上前門，其間一直不切斷來自歐
洲的旅客，則等同「任由後門大開」。即使歐洲明顯是美國疫情的源頭，卻
不見有報道指責歐洲「錯失控疫先機」。

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這個共同敵人，早期所知甚少，醫學上的權威人物都
或多或少曾發表有關新冠病毒的錯誤言論，如獲美國媒體力捧為「防疫良心」的
白宮專家福奇，在3月時亦曾向美國民眾指，沒有必要如中國民眾般全民戴口
罩，不過約一個月後，美國疾控中心亦已開始呼籲國民戴口罩；然而《紐時》以
至各大主流美國媒體，至今卻從未如質問中國般質問福奇「為何不提早一個月呼
籲民眾戴口罩」。

疫情尚未受控，確診、死亡的數字仍不斷攀升，媒體在疫戰下的影響力，應當
是盡力傳達有關疫情、疫苗的正確資訊，歐美媒體卻一再無理指責中國，在中國
封城時批評為「嚴厲」，事後又質疑中國為何不更早封城，若論歐美國家疫情失
控的責任誰屬，在自私自利的政客、否定疫情的陰謀論分子以外，當地的主流媒
體亦難辭其咎。

意曾瞞騙世衞
引爆歐疫禍

●拜登夫婦出席白宮燭光悼念儀式，現場點亮500
支蠟燭悼念疫歿者。 路透社

●●美國去年初一直不切斷來自歐洲的旅美國去年初一直不切斷來自歐洲的旅
客客，，等同等同「「任由後門大開任由後門大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亞裔抗議種族亞裔抗議種族
歧視歧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意大利去年疫情迅速擴散意大利去年疫情迅速擴散，，首波疫情導首波疫情導
致最少致最少11萬人死亡萬人死亡（（右圖右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意大利曾在疫情爆發前誤導世衞意大利曾在疫情爆發前誤導世衞，，聲稱當聲稱當
地已經準備好應對大流行疾病地已經準備好應對大流行疾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