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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成為人類取得抗疫
攻堅戰勝利的最大希望，印度和
南非早在去年10月，已向世貿組
織（WTO）提議暫時豁免對新冠
疫苗、呼吸機、防護裝備等產品
的專利保護，以加速生產和分
配。倡議雖得到近百國家支持，
但在美歐的反對下難以推進。

在國際社會和國內自由派人
士的施壓下，拜登政府終放低姿
態。美國貿易代表戴琦5日發表聲
明，宣布美國政府支持放開疫苗
專利。她提到，新冠疫情是一場全
球衞生危機，「非常時期需要非常
手段」。美方將積極參與世貿組織
舉行的相關文本談判以促成上述
目標，但強調 「談判需要時間」 。

世貿164成員國難達共識
從動用國防生產法限制疫苗

原材料出口，到願意鬆口支持放
寬對疫苗專利的保護，美國政府
轉軚相信能起到積極作用。世衞
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迅速稱讚美國
做出「歷史性的決定」，這標誌着
「對抗新冠疫情的一個不朽時刻。」
但事實上，要各大藥企暫停保護
新冠疫苗的專利權，世貿談判桌
上還將展開激辯，更要全體164
個成員達成共識才行。這一過程
或耗時數月，且最終的豁免範圍
和期限要比想像的既窄又短。

7個月來，世貿成員國共舉
行了10場會議，但都未能在疫苗
專利豁免上團結一致。曾任白宮
貿易顧問的威廉斯指出，接下來
需要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
定》（TRIPs）框架下釋出針對性提
議，更務實目標可能是趕在年底
的下次部長級會議前達成共識。
另外，相關利益方組成的游說團
體已開始行動，目的是令豁免條
款的涵蓋範圍盡可能收窄。

此前，英國、日本、瑞士等
富裕國家已明確表態反對放開專
利，他們質疑做法會削弱藥廠回

報，繼而抑制創新與合作。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6日表示，歐
盟準備好討論相關提案，但強調歐
洲的優先事項是增加全球疫苗供
應，又暗批英美限制疫苗出口。

擴產需藥廠主動傳授技術
拜登政府的轉軚在業界引發

激烈反彈，多家藥廠股價當天應
聲下跌。國際製藥生產聯盟
（IFPMA）批評，放棄疫苗專利
保護是 「簡單但錯誤的答案」 ，
華府的決策令人失望。在他們看
來，放棄疫苗專利權並不會增加
疫苗產量，政府真正要做的應該
是消除貿易壁壘，解決供應鏈瓶
頸和原材料短缺問題。美國藥學
研究與製造商協會則指，若豁免
專利將進一步削弱本已緊張的供
應鏈，助長假疫苗的擴散。

業界更辯稱，輝瑞和莫德納
的mRNA疫苗需要專業化設備和
人員，並非任何藥廠都有能力投
入生產。但四位喬治城大學的學
者3月初曾在《外交政策》撰文
指，雖然mRNA疫苗前無古人，
但在生產方面並不是非歐美不
可；美聯社3月亦發現南非、孟加
拉、丹麥不少有能力改產新冠疫
苗的廠商。

值得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
能否參與疫苗生產仍取決於藥廠
態度。即使政府強制授權，由於
疫苗生產方法並不屬於 「專利保
護」 範疇，而是以 「商業機密」
形式被保護起來，沒有原廠主動
傳授技術，其他國家和藥廠便不
可能複製生產。

不少藥廠疫情期間賺得盤滿
缽滿，如今卻阻礙疫苗公平分
配。今年1月至3月，輝瑞公司就
靠疫苗入賬35億美元，獲利約有
9億。全年疫苗收入可達260億美
元，較之前預測高出73%，加上
對新冠疫苗的需求持續，相信營
收將進一步增加。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報道：美國政府5日宣布，支持在疫情期間暫停保護新冠疫苗的
專利權，以應對這場全球衞生危機。但決定引發製藥界不滿，
批評華府決策 「錯誤」 、 「令人失望」 ，並開始游說
各方在磋商中收窄豁免範圍。分析指，疫下賺取暴
利的藥廠如今成為疫苗擴產的最大攔路虎，亦再次
凸顯資本家的貪婪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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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援助逾80國 中國踐行承諾
【大公報訊】記者公孫淑報道：

美國表態願意暫時保護新冠疫苗的專
利權，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6日表示，中方支持關注疫苗的可
及性問題。中方期待各方在世貿組織
的框架下積極進行建設性討論，爭取
達成有效和平衡的結果。中方願為促
進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
擔性做出自己的貢獻。

汪文斌表示，中方正努力提高疫
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
性，向80多個國家和3個國際組織提
供疫苗援助，向40多個國家出口疫
苗，同10多個國家開展疫苗研發生產
和合作。中方亦積極參與世衞「新冠
疫苗實施計劃」，承諾首批提供1000

萬劑疫苗用於發展中國家急需。
另外，有報道指，在西方國家仍

糾結於疫苗專利豁免時，中國已前往
欠發達國家建立疫苗廠，助其自立自
強。幾周前，中國科興生物公司已經
與埃及的一家企業簽訂了在該國本地
生產科興疫苗的合作協議，並得到埃
及政府的批准。據悉，這些疫苗還將
出口給非洲其他國家。

反觀歐盟仍不斷收緊疫苗出口限
制，一些國家大量囤積疫苗。歐盟對
外行動署虛假信息應對部門還發布報
告，稱中國開展 「疫苗外交」 ，中國
外交部6日對這一荒謬結論進行駁
斥，汪文斌表示，歐盟有關部門這份
報告充斥着傲慢和虛偽。

莫德納：打第三針可抗變種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

道：美國莫德納藥廠5日宣布，注射第三
劑疫苗可以增強人體對巴西和南非變種病
毒的抵抗力。以色列接種疫苗數據顯示，
輝瑞疫苗對變種病毒保護力達75%，而不
打第二針或致保護力打對折。

莫德納為40位已完成兩劑接種的市民
注射了第三劑加強劑，研究顯示追加第三
劑，不管是升級版還是現有版，都能增加
對變種病毒的抗體。若追加的是升級版，
對南非變種病毒的效果比現有版更強。

莫德納行政總裁班塞爾稱，這一結果
增強了對施打增強劑策略的信心。受試者

出現的副作用與先前研究中接種第二劑時
的狀況類似。同時，莫德納還在研究混合

注射原有疫苗和升級版疫苗的效果。
截至4月初，以色列已有近500萬人完

成兩劑輝瑞疫苗接種，佔總人口逾7成。
刊登於《刺針》的相關研究發現，在接種
第二劑後7天，預防感染的保護力達
95.3%，對病亡的防護力高達96.7%；在
完成接種14天後，對染疫及死亡的防護力
更分別提高至96.5%和98%。若只打一
劑，保護力則會大幅下降。在打完首劑疫
苗後7至14天，預防感染與死亡風險的防
護力僅為57.7%與77%。

加拿大衞生部5日宣布，批准12歲至
15歲人群接種輝瑞疫苗，開全球先例。

▶示威者3月
在莫德納總部
外抗議，要求
在全球公平分
配疫苗。

路透社

西方藥廠靠疫苗吸金情況
美國輝瑞

今年1月至3月靠疫苗賺進35億美元（約273億港
元），佔公司季度收入約四分之一；更預計全
年相關收入可達260億美元（約2028億港元），
高於此前估計的150億美元。

德國BioNTech
3月底預計，交付完已簽訂的14億劑疫苗合同
後，能產生98億歐元（約917億港元）收入，隨
着後續訂單增多將產生額外收入。

美國莫德納
2月底曾預計，2021年疫苗銷售額將達184億美元
（約1435億港元），為此公司創下2010年以來首
年有盈利的業績。

英國阿斯利康
今年首季度來自新冠疫苗的收入達2.75億美元（約
21.5億港元）。

美國強生
今年首季度新冠疫苗收入為1億美元（約7.8億港元）。

大公報整理

話你知

▲美國民眾3月13日前往西雅圖一處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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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即《與貿易有關的
知識產權協定》，是世貿組織
（WTO）管轄的一項多邊貿易

協定，於上世紀90年代達成。藥廠可為研發及製
造的成品申請最少20年的專利。藥廠不但可以任
何價格銷售新藥，亦可享有獨家生產權，禁止其
他藥廠複製或仿製，同時禁止世貿成員國進口仿
製藥物。

世貿在2001年通過《多哈宣言》，承認公共健
康的權利應在藥物專利權之上。若發生公共健康
危機，締約國可引用TRIPs第31條，實行強制授
權而毋須徵得專利持有人同意。

何為世貿TRIPs框架

▲德國
BioNTech
一名員工正生
產新冠疫苗。

美聯社
來源：杜克大學

資本逐利 美英藥企拒棄疫苗專利
批華府決策錯誤游說收窄豁免範圍

印度的疫情水深火熱，
全世界都跟着揪心。如果說
美國成為2020年1.0版新冠病
毒疫情 「風暴中心」 的話，
那麼今年印度則呈現了2.0版

新冠病毒逆襲的 「完美風暴」 。
一個號稱是最發達的民主大國，一

個自詡為最大的發展中民主大國。民主
曾被認為是新冠病毒的天敵，結果證
明，民主制度是新冠病毒的天然朋友。
所謂的民主治理在新冠病毒面前不堪一
擊，相反被民主國家扣上 「威權主義」
帽子的中國卻將新冠病毒擋在了門外，
讓百姓的生命權得到了最好的維護。新
冠病毒檢驗了民主制度的成色，也讓這
些國家更加坐立不安，畢竟 「威權制
度」 在重大危機面前的突出表現，嚴重
動搖了西方國家制度的合法性，上百萬
條生命就這樣失去，歷史無論如何是無
法原諒的。

民主救不了印度，就像民主救不了
美國一樣。真正讓人類從疾病中走出，

必須依賴重大生物技術的突破，正像青
黴素的誕生一樣，使人的平均生命才得
以延長。這次美國輝瑞和莫德納公司開
發的mRNA疫苗大膽應用了生物工程領
域的最新成果。如果沒有新冠疫情，人
類將無法突破道德的束縛，很難允許這
些科技公司採取如此激進的手法進行疫
苗開發和試驗。有人說mRNA技術是白
手起家，開發得過於倉促，把全世界人
民當成了 「白老鼠」 ，對其安全性表示
強烈質疑。其實這是對核酸疫苗技術的
一大誤解。mRNA技術早就存在，只不
過它一直用於治療癌症的探索，而這一
次將之嫁接到新冠疫苗的研發之中，並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可否認，美國核酸疫苗技術走在
了世界前頭。去年10月，南非和印度政
府就曾呼籲美國暫時放棄對核酸疫苗技
術的知識產權專利，以便於讓更多國家
能夠生產此類疫苗，以拯救更多人的生
命。但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無論是
美國政府還是藥物公司，都不願意放

棄。加上美國援引《國防生產法》，疫
苗生產原料遲遲不能出口至印度，大大
影響了印度生產疫苗的進度，由此遭到
了世界的廣泛詬病。

印度新一輪疫情震驚了世界，同樣
也讓美國政府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拜
登不得不把庫存的6000萬劑阿斯利康疫
苗拿出來，承諾運往最需要的國家。與
此同時，國際社會要求美國放棄疫苗知
識產權專利的呼聲與日俱增，這是有意
重返世界領導地位的拜登政府無法迴避
的，否則美國無法站在道德的至高點對
世界發號施令。不管出於真心，還是虛
晃一槍，美國政府宣布支持暫停疫苗知
識產權專利的決定，國際社會還是給予
了更多積極評價，認為是朝着全球共同
抗疫方向邁出的正確一步。

新冠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一年
半的抗疫實踐充分證明，各自為戰無法
應對如此狡猾的病毒，只有同舟共濟，
人類才有可能共渡難關。美國政府此舉
在資本市場激起漣漪，藥企群起而攻

之，共和黨人迅速站到了拜登政府的對
立面，預計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也會有
不少的阻力。反對者的理由如下：此舉
對企業研發積極性是一打擊，不利於今
後的技術創新；美國拱手放棄世界生物
技術的主導權。一些藥企爭辯道，現在
疫苗生產的瓶頸不在於專利，而是製造
工藝以及原材料的缺乏，而暫停疫苗知
識產權專利，將加劇全世界對核酸疫苗
生產原料的爭奪，引發疫苗生產及供應
鏈的更大混亂。

其實，這些說辭經不起推敲。新冠
疫情不同於常規的戰爭，傳統意義上的
戰爭是可以允許一方隔岸觀火，甚至可
以通過販賣軍火、大發戰爭財，而這場
新冠之戰，人類同在一條船上、同處一
個戰壕，這就決定了這場無硝煙的戰爭
需要不同於傳統的思維和戰術。面對新
冠之戰，我們不能由着資本家，更不能
受地緣政治的舊思維主導，而要充分發
揮國家的主導及調控作用。資本都是逐
利的，資本家總是貪婪的，指望藥企放

棄自己的利益並不現實。正因為如此，
國家角色在接下來的抗疫戰中顯得尤為
重要。

自救與他救是印度不多的選項。美
英與其把印度外長拉到倫敦商討如何應
對中國，還不如與之商量如何幫助印度
加大疫苗產量。此次印度代表團兩名成
員感染上新冠，再次給G7敲響了警鐘，
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國，而是新
冠病毒。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既然人類已經
初步掌握了攻克新冠病毒的辦法，生命
權理應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否則我們就
成了金錢的奴隸。請問世界幾大藥企，
你們從這次疫災中賺的錢還少嗎？更何
況，讓更多的人活下來，將
來從普遍藥物銷售中賺取的
利潤一定比這更多、更持
久，這個大賬要算明白。否
則，當 「下一個印度」 呈現
在世人面前時，我們的靈魂
將面臨炙熱的拷問。

西方藥企的靈魂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