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新 聞A15 ●責任編輯：楊 洋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212021年年55月月3030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1年5月30日（星期日）

2021年5月30日（星期日）

世界衞生組織前日再次呼籲，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應
「去政治化」，讓科學家們基於可靠證據專注於研究，
否則溯源工作就不可能提供全世界所需要的答案。
世衞衞生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在記者會上強調，
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將政治與科學
分開。他指出，「需要一個非政治化的環境，以科學
和健康為目標，找到病毒的起源，以便學習如何防止
將來再發生類似疫情。」
瑞安提到，過去幾天看到愈來愈多媒體圍繞新冠病毒
來源展開討論，但真實新聞、證據或新材料卻非常少，
「坦率地說，這相當令人不安。」他表示，「將世衞組
織置於目前的境地，對我們試圖開展的科學工作非常不
公平，我們要求在溯源研究中將科學與政治分開，讓我
們在適當的積極氛圍中尋找需要的答案。」

美專家：偏見無助各國科學家合作
世衞衞生緊急項目技術負責人范凱爾克霍弗呼籲，
所有人都要仔細閱讀世衞國際專家組3月份發表的溯
源報告，這份報告包含全面的技術細節和知識。她表
示，下一步世衞將繼續與成員國就溯源展開討論，並
接納成員國的建議和支持，以期盡快找到答案。
美國生態健康聯盟中國和東南亞科學與政策顧問、
流行病學家菲爾德前日受訪時表示，將科學政治化無
助於確定新冠病毒的起源。

菲爾德此前在twitter發文稱，外部調查已得出結
論，新冠病毒並非從實驗室洩漏，他並在西方媒體相
關報道的帖文留言稱，「請放下你的偏見和過時的文
化帝國主義。」菲爾德在訪問中說，他與許多科學家
持相同看法，認為將科學政治化不僅無助於確定新冠
病毒的起源，也無助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科學家之間的
持續合作，「這只會激起懷疑與不信任，從根本上破
壞抗擊新冠病毒、戰勝這場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
力。」
菲爾德指出，中國許多頂尖病毒學家曾在西方國家

學習，與西方科學家建立了牢固而持久
的合作關係。他們與世界其他
地區科學家一樣，為了
人類更好的福祉而
致力於科學研
究。

早在2014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CIA）僱員斯諾登
便披露，西方國家情報機構普遍使用名為「網絡魔

術師」的煽動手段，通過網絡虛假訊息操縱輿論，製造對
立情緒，最終實現否定（deny）、破壞（destroy）、貶低
（debase）和欺騙（deceive）的「4個D」目標。

世衞指洩漏極不可能
新冠疫情爆發後，部分情報機構便聞風而動。去年5

月，澳洲《每日電訊報》聲稱從「五眼聯盟」獲得重磅文
件，包含「中國故意銷毀疫情爆發證據」。然而僅5天
後，澳洲前總理陸克文便在《衛報》撰文，直言該報道便
是「五眼」利用傳媒散播虛假資訊、炮製對華陰謀論的手
段，種種行徑更與美國政治活動有關。
世界衞生組織今年3月公布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

告，指出病毒極不可能從實驗室洩漏。然而美國仍不罷
休，《華盛頓郵報》便撰文稱，如果中國「不配合」溯源
調查，美國等國家便要透過「間諜和監控途徑」獲取情
報，其野心可謂昭然若揭。

債務陷阱論子虛烏有
渲染「實驗室洩毒論」，只是西方煽動「中國威脅論」

的縮影，而西方情報機構更與各種智庫和傳媒合作，在經
濟、貿易和科技等領域炮製反華議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
濟研究所等智庫此前便發表報告，聲稱中國「一帶一路」
政策誘使發展中國家展開大規模基建，讓貸款國落入「中
國債務陷阱」。
然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布勞提甘，與哈

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里茲邁爾2月在《大西洋月刊》刊文，
直指「中國債務陷阱」一說純屬子虛烏有。文章指出，西
方政客炒作的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項目，實際僅佔該國外
債5%。美國等國家企業雖然提出要在斯里蘭卡投資承建
港口，卻長期未有行動，中國企業正是通過公平競爭，憑
自身實力贏得開發權。

「五眼」內部有所警惕
西方情報機構的所作所為已引起全球多國甚至「五眼」
內部警惕，澳洲前總理基廷便批評，情報部門不應綁架外
交政策。澳洲前駐華大使芮捷銳亦指出，澳洲不應指望
「五眼」來解決對華問題。
而新西蘭在對華問題上，並未緊跟其餘「四眼」
立場。外長馬胡塔便表示，新西蘭不喜歡被「五
眼」代表，更對聯盟不斷擴大權限感到不自在。
前總理克拉克也指出，新西蘭是主權國家，
不應與其他西方國家亦步亦趨，成為任何

國家的墊腳石。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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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早前在中國展開多輪病
毒溯源研究，早已確認新冠病毒極不可
能從武漢實驗室洩漏，但美國總統拜登
不願接受這個結論，甚至要求情報部門
加大力度調查病毒源頭。曾赴武漢的世
衞溯源專家組澳洲成員德懷爾不滿拜登
的做法，表示中方積極配合溯源研究，
倘若華府有「武漢實驗室洩毒論」的證
據，便要拿出來，否則不能無的放矢。
德懷爾強調，由於武漢病毒實驗室的

防護措施良好，加上沒有證據顯示研究
人員曾感染新冠病毒，故新冠病毒從武

漢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極低。
由於拜登曾表示，他從
情報機關收到的多
份新冠源頭報
告是自相矛
盾，德懷

爾認為這反映「實驗室洩毒論」沒有相
關明確證據，否則事情將非常明顯。德
懷爾指出，拜登要求情報部門提交報
告，言下之意是拿出「讓他滿意的報
告」，但情報部門還未做到這一點。
德懷爾表示，武漢官員在世衞團隊研

究過程中非常開放，沒有遮遮掩掩，
「如果我們在澳洲、新西蘭或類似的地
方展開溯源研究，我們搜尋到的證據、
提出的問題以及所得到的回答，也會是
這樣。」

指糾纏政治難查源頭
德懷爾認為，可能要花很多年時間才

能找到病毒源頭，而且必須通過各國合
作才可成事，他指伊波拉病毒在40年
前爆發，但直至近年才查清起源，至於
2003年的沙士，也是花了10年至15年
才找到病毒來源。德懷爾指出，各方需
開放和透明地加強合作，愈是糾纏於政
治之中，就愈難一起查清病毒的源頭。
對於美國傳媒近日炒作「實驗室洩毒

論」，德國漢堡大學生物學家格勞布雷
希特認為這類報道毫無用處，指新冠病
毒通過中間宿主傳染給人類的說法最令
人信服，強調目前沒有證據證明病毒源
於實驗室。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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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資訊炒作「洩漏論」 各領域炮製反華議題

世衞再促溯源研究
去政治化 赴華溯源專家：華府須拿出證據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之前堅持在世
界衞生組織框架下，展開追溯新冠病

毒源頭的工作，但現時一改做法，要求
情報部門在90天內提交調查報告，被指

背後帶有明確政治目的。美國政治分析家
珀金斯表示，拜登需渲染針對中國的議
題，藉此達到政治目的，提高美國的國際影
響力。喬治城大學教授卡瓦納則認為，華府
試圖透過啟動調查，破壞中國的聲譽。

拜登圖緩解右翼壓力
美國右翼政客為了掩飾前總統特朗普抗疫

不力的過失，一直散播「武漢實驗室洩
毒」的陰謀論，並施壓拜登政府展開溯源
調查，拜登現時啟動調查，既可緩解來

自右翼的壓力，亦可藉此拉攏盟
友，試圖向中國施壓。美國喬治城大
學全球衞生法律教授高斯丁表示，雖然
美國出現呼籲國會展開溯源調查的聲音，
但國會議員無法前往中國實地取得資料和
樣本，根本無法作出任何科學評估，形容這
類調查只會淪為「政治噱頭」。
不過，無論美國是由國會或情報部門展開

溯源調查，不管得出什麼結論，例如證明病
毒並非從實驗室洩漏，亦不會令早已罔顧事
實、存心反華的右翼政客信服，例如共和黨
參議員盧比奧、科頓，以及前國務卿蓬佩奧
等有意角逐2024年大選的政客，他們只會
繼續炒作「實驗室洩毒」陰謀論，直至下
屆大選。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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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批美調查如政治噱頭

●●世衞團隊今年世衞團隊今年22月在武漢展月在武漢展
開病毒溯源調查開病毒溯源調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世衞今年世衞今年33月月3030日在日日在日
內瓦發布新冠病毒溯源聯合內瓦發布新冠病毒溯源聯合
研究報告研究報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德懷爾德懷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