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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日產疫苗未進三期試驗
研發機構 研發進度 疫苗種類 公帑補助（港元）

鹽野義製藥 一二期合併試驗（2020年12月起） 重組蛋白疫苗 15.9億

第一三共／東京大學 一二期合併試驗（2021年3月起） mRNA疫苗 4.29億

AnGes／大阪大學 三期試驗結束（2021年3月） DNA疫苗 6.68億

KM Biologics／東京大學 一二期合併試驗（2021年3月起） 滅活疫苗 4.33億

英國

牛津大學的數據

顯示，以色列平均每

100 人 便 接 種 121 劑 疫

苗，阿聯酋和英國則分別

為約106劑及71劑，日

本卻只有2.55劑。

接種
率遠遜別國

日本

現時只批准使用

輝瑞疫苗，雖然政府

亦採購 Moderna（莫德

納）和阿斯利康疫苗，

但尚未批准使用。

獲

准
使用
的疫苗種類

少

日 本

民眾過往需強制打

針，但副作用引起社會疑

慮，故當局在1994年修訂《預

防接種法》，要求國民「盡力配

合接種計劃」便可，本地疫苗需

求隨即大幅下降，令主要藥廠

不再專注研發疫苗，導致現

時供應不足。

本地
疫苗供應不足

「第一

三共」和「鹽野義

製藥」等日本製藥公司正

自行研發疫苗，但需較長時間

才能完成臨床實驗，原因在於難

以吸引日本民眾參與試驗，加上

隨着疫苗接種人數增加，愈來愈

多人擁有抗體，符合參與臨

床實驗資格的志願者愈

來愈少。

本地
研發疫苗需時

日本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製藥大國，然而
在新冠疫苗研發競賽中，日本卻大大落於
歐美中俄，甚至不及印度，目前4款在日
本研發的候選新冠疫苗，3款仍然未進入
三期臨床試驗，導致日本只能靠從海外採
購疫苗，嚴重拖慢接種速度。

日本疫苗專家久住英二指出，日本疫苗
研發速度之所以跑輸他人，問題出在技術
及商業考慮上。他指出，日本藥廠的疫苗
生產技術落後，一直以來都採用傳統的雞
蛋複製病毒技術，雖然日本政府曾於2009
年斥資1,190億日圓（約84.6億港元），
資助藥廠研發新的疫苗技術，卻未能得出
成果。由於新冠病毒無法在雞蛋內複製，
因此當去年全球各大藥廠開始採用其他技
術研發新冠疫苗時，日本藥廠只能急忙尋
找其他替代技術，導致起碼慢了幾步。
久住指出，日本研發的疫苗遲遲未進入

第三期臨床試驗，就是因為藥廠起步太
遲，導致缺乏志願者，很多日本人亦寧願
接種已經獲批的國外疫苗，而不參與國產
疫苗試驗；至於國外市場，久住表示，歐

美藥廠早已搶佔西方市場，發展中國家也
有較便宜的中國和俄羅斯疫苗，對日本疫
苗的興趣自然大減。

成本高 寧產其他賺錢藥
從商業角度上，日本國產疫苗亦面臨很

多問題。久住指出，日本每劑疫苗生產成本
高過外國藥廠很多，甚至連韓國也贏不了，
而且對於日本藥廠而言，用同樣的原材料去
生產其他藥物更划算，例如卡介苗和一種膀
胱癌藥物使用同一種材料，前者每劑只售
3,000日圓（約213港元），後者卻可以賣
到1.5萬日圓（約1,066港元），日本藥廠
自然更傾向投資後者。 ●綜合報道

疫苗技術落後 製藥大國輸研發速度

為了加快疫苗接種速度，日本政
府計劃於本月底在東京和大阪開設
大型接種中心，並派出自衛隊軍醫
及護士負責運作，以取代此前由地
方政府自理的做法。不過日本一眾
商界領袖認為做法仍不足，早前聯
署向首相菅義偉進言，呼籲官方借
助民間企業力量，擴大接種範圍。
聯署商界領袖聯同諾貝爾獎得主

山中伸彌等專家提出建議，認為當
局應該盡量簡化接種預約手續，並
增加接種點，包括參考以往流感疫
苗接種方式，容許企業自行安排為
員工接種。日本現時只批准了輝瑞
一款新冠疫苗，聯署呼籲當局簡化
審批程序，加快批准一些在歐美國
家已經廣泛使用的疫苗，以擴大進
口來源。 ●綜合報道

商界諾獎得主聯署
促簡化預約增接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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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接種疫苗速度緩
慢主因之一是疫苗供應不

足，不過當地官員卻未有因此珍
惜每劑「得來不易」的疫苗，有地方

政府早前便被揭發，將因為預約者「甩
底」而未有使用的已開封疫苗丟棄，事件曝

光後，輿論紛紛批評官僚處事僵化。
日本上月12日開始為長者接種疫苗，京都

一所老人院當日原定有40人接種，但其中兩
人臨時因故未有到場，負責人於是將兩劑未

用的疫苗丟棄，到翌日亦出現同一狀況，一
劑未用疫苗亦因此被丟棄。據報負責人當時

認為，如果臨時改為其他未有準備的人士接
種，萬一出現副作用問題時可能會有麻煩，所

以索性丟掉未用疫苗。
類似情況在日本全國各地都有出現，例如東

京八王子市上月12日亦有兩名長者未有按預
約接種，結果兩劑已開封疫苗需要丟棄。
消息一出，日本網民立即批評負責官員處事

僵化，質疑他們為何不可即場安排其他未預約
者接種。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亦呼

籲，處理疫苗接種應該有彈性，假如出現多餘
劑量，負責人應即時安排為沒有預約人
士接種，而且不用限於長者，以
善用每一劑疫苗。

●綜合報道

日本啟動接種計劃已兩
個多月，彭博通訊社

的數據顯示，至今只有
1.4%人口已打針，相比之
下，美國及英國分別已達到
38%及37%，接種率在亞洲
亦落後中國、新加坡、韓
國，甚至不及接種率9.2%
的印度，只稍高於菲律賓及
泰國等發展中國家。
民眾接種意願偏低，是打
針進度緩慢的原因之一。日
本一直存在質疑疫苗的聲

音，早於1990年代，日本社會便質疑麻疹、流行性腮腺炎
及德國麻疹疫苗（MMR）的效用和安全性。此外，日本
疫控工作相對成功，全國人口達1.26億，至今僅錄得約1

萬宗死亡病例，遠少於多個疫情嚴重的西方國
家，正因如此，普羅大眾並不急於接種疫苗。

決策失誤 審批太審慎
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亦拖慢打針進

度。首相菅義偉領導的執政自民黨押注本
地藥廠，期望研發出自家疫苗，但至今仍
未實現，逼使日本向外國藥廠訂購更多
疫苗，但在採購上已失先機。此
外，日本監管部門的審批工作
極慢，當局不接受在外地進

行的研究數據，要求疫苗必須在日本當地進行臨床實驗，
令日本至今只批准使用輝瑞／BioNTech一款疫苗，Mod-
erna（莫德納）等其他藥廠的疫苗仍在審批階段。
藥廠第一三共是正研發疫苗的日本企業之一，採用信使

核糖核酸（mRNA）技術，已展開第一階段臨床實驗。不
過該藥廠生物部門主管藪田雅之提到，要在日本研發疫苗
非常困難，社會對新技術往往較為審慎。

礙疫後經濟復甦
日本在疫苗分發和接種上亦存在不足之處，

民眾往往只信任由醫生和護士負責打針，近
日有聲音提議讓牙醫參與打針工作，引
發社會爭論牙醫是否符合資格。中
央政府同時將分發工作交由地
方政府處理，令各地進度不
一，甚至測試新的網上
預約系統，亦要花

數周時間。
菅義偉政府計劃在7月底前，完成為所有長者打針。花
旗集團經濟師在4月底發表的報告指出，日本平均每日要
接種74萬針，才能實現目標，但彭博社數字顯示，現時平
均每日只接種13萬劑。疫苗接種計劃落後不單可
能影響東京奧運，更會妨礙日本疫後經濟復
甦，有批評者指出，日本疫苗接種計劃失
敗，已將此前的抗疫成果全
部抹殺。 ●綜合報道

日本醫療制度向來完善，不過在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上，卻遠遠落後其他國家，已打針的人口比例，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最

尾。有分析歸咎日本民眾接種意願不高，而日本醫

療文化過度保守，例如要求疫苗必須在日本當地進

行臨床實驗，以致目前只批准使用一款新冠疫苗。

日本東京奧運將於7月下旬開幕，以目前打針進

度，勢難實現政府訂下的接種目標。

僅1.4%人接種慢過印度 東奧目標凍過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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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缺

乏負責接種疫苗的

醫生和護士外，日本不少

人質疑疫苗安全和有效性，加

上一直只依賴外國供應疫苗，

導致無法提升接種率。日本政

府計劃本月在東京和大阪設立

大型接種中心，希望提高

打針進度。

只依
賴外國供應

●●日本至今只批准用輝瑞日本至今只批准用輝瑞
疫苗疫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人寧願接種已經獲批的外國疫苗日本人寧願接種已經獲批的外國疫苗。。

●日本啟動接
種計劃已兩個
多月。 美聯社

●●日本人寧願接種已經獲批的外國疫苗日本人寧願接種已經獲批的外國疫苗。。

●●東京奧運將於東京奧運將於77月開幕月開幕，，以目前打針進以目前打針進
度度，，接種目標勢難實現接種目標勢難實現。。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