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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推仇恨犯罪法案 恐被共和黨拉布拖垮
美華裔眾議員提出 加強打擊反亞裔罪行

美國自去年爆發新冠疫情以來，持續出現針對亞裔的

暴力罪行，國會民主黨人前日宣布推出《新冠仇恨犯罪

法案》（COVID-19 Hate Crime Act），以加強打擊反亞

裔罪行。民主黨期望本周通過這項法案，但共和黨人尚

未明確表態支持，認為需要提出修訂，意味在參院辯論

期間，共和黨議員可能進行拉布，阻礙法案過關。

英國衞生大臣夏國賢昨日證實，當
局計劃強制所有老人院員工接種新冠
疫苗，正展開為期5周的諮詢，最快
於7月有決定。夏國賢表示，鑑於院

舍長者是最高危群組，院舍職員有義
務接種疫苗保護他們，又說業界僱主
對於「無打針無工開」已有共識。當
局資料顯示，英格蘭超過1/5院舍員

工仍未接種疫苗，人數約為10萬人。

英擴「溝針」測試
納Moderna及Novavax
英國牛津大學2月展開研究，測試首

劑接種輝瑞或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人，
第二針接種另一款疫苗的免疫反應。研
究人員昨日宣布擴大臨床測試範圍，將
美國藥廠Moderna（莫德納）和諾瓦瓦
克斯（Novavax）的疫苗納入測試。德
國上月底宣布，基於阿斯利康疫苗可能
與罕見血栓病例有關聯，因此不再向60
歲以下人士提供這款疫苗，聯邦與地方
衞生部門前日同意，已接種首劑阿斯利
康疫苗的60歲以下民眾，第二劑將改打
輝瑞或Moderna疫苗。
Moderna前日表示，在美國各地涵

蓋逾3萬人的第三階段臨床試驗顯
示，接種第二劑Moderna疫苗之後6
個月，對所有類型的新冠病毒仍有
90%效力，對重症的防護力更高達
95%。最新數據較去年12月發表的
94.1%防護力略低，Moderna未說明
何以效力稍降，但可能是新變種病毒
對疫苗誘發的抗體反應，未有如原始
病毒般強烈。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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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接連受阻，繼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可
能引發血栓個案後，因出現血栓個案被美國建議暫停接種的強生
疫苗，亦延遲向歐盟供貨。連串事件促使歐盟改變方針，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昨日宣布，將開始與美國輝瑞藥廠展開磋商，
在未來兩年內增購18億劑第二代疫苗，以填補疫苗供應缺口。
意大利傳媒更報道，歐盟決定不會與強生及阿斯利康續約。
歐盟接種計劃一直依賴阿斯利康疫苗，但血栓風波及供應屢次

延誤，導致歐盟成員國接種進度落後，同樣使用腺病毒載體技術
的強生疫苗，亦錄得多宗血栓病例，美國衞生部門已建議暫時停
用，歐洲藥品管理局（EMA）亦正調查相關個案，預計昨日就
使用強生疫苗發出最新指引。
輝瑞至今已向歐盟供應2億劑疫苗，今季會額外提供5,000萬

劑。馮德萊恩突然大量增購輝瑞疫苗，顯示她對這款疫苗採用的
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投以信心一票，她表示「我們需聚
焦已證明其價值的技術」。意大利傳媒引述當地衞生部消息透
露，歐盟已經決定不會再與使用腺病毒載體技術的藥廠續約，意
味強生和阿斯利康的供貨合約明年到期後，歐盟將不會繼續使用
該兩款疫苗。

丹麥永久停用阿斯利康 歐洲首例
自上月起停止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的丹麥，昨日宣布永久停用

該款疫苗，是首個歐洲國家作出有關決定。人口約580萬的
丹麥，目前有近100萬人已接種首劑疫苗，當中77%打輝
瑞，7.8%接種Moderna（莫德納），約15%接種阿斯
利康。當局表示，停用阿斯利康或令接種進度延
遲最多4周。 ●綜合報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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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貿易及出口部長奧康納昨日宣
布，為保護動物福利，將逐步停止經海運
出口牲畜，在兩年過渡期結束後全面禁
制，空運牲畜出口則不受影響。奧康納表
示已通知中國和澳洲等主要貿易夥伴，尚
未收到回應，但相信其他國家能理解新西
蘭的立場。
貨輪「Gulf Livestock 1」去年從新西蘭
運載5,800頭牛隻前往中國，途中在日本
海域遭遇颱風翻沉，船上41名船員和所有
牛隻溺斃。新西蘭事後暫停從海運出口牲
畜，並展開評估。
奧康納表示，國家聲譽較財政收益更重

要，指出動物在離開新西蘭後，便無法保
障牠們的福利，表明在保障動物福利上，
新西蘭必須維持全球領先地位。中國是新
西蘭活牛的最大進口國，奧康納稱，不擔
心此舉令貿易夥伴不滿，強調「這是關乎
動物福利」，他指海運牲畜出口只佔整體
農業收入0.2%，禁令預計不會明顯影響國
內生產總值（GDP）。

議員斥決定「情緒化」
多個動物權益組織歡迎有關決定，農業

游說團體Federated Farmers則表示，業界
一直遵守動物福利標準，對禁令感到驚

訝，但認為兩年過渡期能讓農民完成現有
合約，並考慮未來業務方向。部分反對派
議員則批評決定「情緒化」，將帶來重大
經濟損失。 ●綜合報道

曾設計美國史上最大龐氏騙局（層
壓式騙局）的金融家馬多夫，昨日在
獄中去世，終年82歲。
馬多夫曾任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主

席，1990年代初起他利用名下對沖基
金，經營龐氏騙局，累計詐騙金額估
計多達 648 億美元（約 5,033 億港
元）。2008年金融海嘯令騙局爆煲，
馬多夫遭兩名兒子舉報後被捕，他承
認11項罪名，翌年被判處監禁150
年，自此被關押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聯
邦監獄。據報他生前罹患慢性腎衰竭
及其他疾病，死因仍有待調查。

馬多夫案的受害者數以千計，包括
不少演藝及體育界名人、慈善機構、
退休基金以及對沖基金等。

●路透社/法新社

紐禁海運出口牲畜 稱保護動物福利 設計美最大龐氏騙局 馬多夫獄中去世

美國黑人男子賴特周日在明尼蘇達州
布魯克林中心城，遭警員波特開槍擊
斃，前晚再有數百人上街示威，與警方
爆發衝突，警員施放胡椒噴霧和閃光彈
驅散，60人被捕。波特和當地警察局長
甘農前日雙雙宣布辭職，波特昨日被控
二級誤殺。
在晚上10時宵禁令生效前，警方以擴

音器宣布示威者違法聚集，
要求他們離開，觸發示威者
不滿，向防暴警察掟石和雜
物。警方採取行動驅散人
群。
甘農在案發後指出，波特

是將手槍錯誤當作電槍，認
為事件屬意外，其說法引起
極大爭議，賴特的家人亦表
示不能接受這種錯誤，認為
此案再次凸顯司法系統對黑人
不公。布魯克林中心城市長埃
利奧特前日稱，甘農和波特均
已提出辭職，埃利奧特表示尚
未接納波特辭職，不排除會將
波特革職。

●綜合報道

錯拔真槍警辭職
被控二級誤殺

《新冠仇恨犯罪法案》最早由華裔
眾議員孟昭文於去年5月提出，

但未能在上屆國會通過。在本屆國會，
她與日裔參議員廣野慶子分別在眾院和
參院再度提出，旨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
恨犯罪與歧視。法案要求司法部指派專
員，加快審查與疫情相關的仇恨犯罪；
要求給各州及地方執法機構提供指導，
以建立提供多種語言支持的網上舉報系
統，讓不同社區感到更安全地舉報仇恨
犯罪，同時加強培訓，讓地方執法機構
知道如何更有效調查這類罪行。

增調查效率 簡化舉報程序
民主黨人前日舉行記者會，孟昭文表示，
自疫情以來，亞裔社區一直在抗擊兩種病
毒：新冠病毒和反亞裔仇恨，法案將簡化
舉報仇恨犯罪的程序，方便更多人舉報，
有助當局掌握更全面的資料和數據。她強
調打擊仇恨不應成為黨派問題，而是關乎
所有美國人的安全，關乎人們的生活及活
得安全的權利，兩黨應攜手打擊仇恨與暴
力，明確表態「夠了就是夠了」，「我們
必須支持亞裔社區，並強調『攻擊亞裔社
區就是攻擊我們所有人』。」
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稱，該法案將給予
司法部關鍵手段，用於打擊反亞裔仇恨與
暴行，他呼籲共和黨同僚支持法案，希望
本周能通過，交總統拜登簽署生效。眾院
議長佩洛西表示，拜登上任後多次就打擊
反亞裔暴行採取行動並發聲，國會也應刻
不容緩，通過這項法案。

共和黨未表態 稱欲修訂
參議院於當地時間昨日就法案進行辯

論，並預計同日進行初
步表決，但能否如期投
票，將視乎共和黨議員
的態度。共和黨人儘管
譴責針對亞裔的仇恨犯
罪，但未有明確表態支
持法案。華裔前運輸部
長趙小蘭的丈夫、參院
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表
示，他對身為亞裔女性
的丈夫感到驕傲，形容
針對亞裔的歧視是「真
實存在的問題」，但他
稱希望與民主黨商定協
議，讓議員提出修訂。得州共和
黨參議員康寧更表示，這項法案
「只是一項傳達訊息的法案」。
按照議事規則，任何一名參

議員都可中止辯論程序，必
須有60名議員支持才可阻止
拉布，但在兩黨各佔
50席下，民主黨恐難
以爭取足夠共和黨
人倒戈。對於法案
可能面對共和黨
人阻撓，廣野慶
子表示「原本
以為所有共和
黨人都會同
聲譴責針對
亞裔民眾的
仇恨犯罪，
結果他們願
意為此發聲的並
不多」。●綜合報道

▲一名華裔男子被襲擊後，
送上救護車治理。 網上圖片

◀ 孟昭文強調打擊仇恨不應成
為黨派問題。 路透社

▲ 美國多地早前舉行反歧
視亞裔集會。 網上圖片

●英國醫護人員在搬運Moderna疫苗。 路透社

▼ 一名華裔婆婆曾在三
藩市被攻擊。 網上圖片

●●「「Gulf LivestockGulf Livestock 11」」去年去年
遭遇颱風翻沉遭遇颱風翻沉。。 美聯社美聯社

●● 馬多夫案的受害者馬多夫案的受害者
數以千計數以千計。。 法新社法新社

●示威者在聯邦調查局（FBI）的分部
外抗議。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