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項調查由英國醫療慈善組織惠康基金會
設計、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公司執行，在2018
年4月至12月間，訪問了全球144國、超過14萬
名15歲以上的民眾，詢問他們對於醫生、科學
以及疫苗的信任度。

這項調查顯示，從全球來看，79%的人同
意疫苗是安全的，84%認為疫苗是有效的。而
接受過良好醫療和教育的歐洲群眾，對疫苗信
心指數反而最低，西歐和東歐分別有59%和
50%的民眾信任疫苗，當中法國僅有三分之一
（33%）的人認為免疫接種不安全，而且法國
也是唯一一個多數民眾（55%）認為，科學與
科技將減少工作機會總量的國家。

主導研究的伊姆蘭汗告訴法新社，此前
這些國家已經出現不少對疫苗的懷疑和擔憂
的聲音，所以調查結果在預料之中， 「不過
我認為差異度還是令人很驚訝，某些數字真
的很驚人。」

水痘一周內席捲法「半壁江山」
對疫苗的不信任似乎已經給法國帶來了嚴

重後果。據《歐洲時報》13日報道，近期法國
水痘疫情不斷擴大，僅在6月3日至9日短短幾
天裏，法國幾乎一半的地區出現水痘疫情，全
法國平均每10萬居民中就有34個病人。法國政
府去年已經將強制接種疫苗的數目從三個增加
到八個。

整個歐洲的情況其實都不容樂觀。世衛組
織的數據顯示，2018年歐洲麻疹病例創歷史新
高，僅上半年就有4.1萬餘例麻疹病例，相比
2016年增長了8倍之多。不少國家的麻疹疫苗
接種率不到80%，遠遠低於可控疫情的最低紅
線。

調查指出，歐洲國家對疫苗信任感的缺失
與反疫苗運動崛起有關，給公眾健康安全帶來
很大隱患。

相對於法國，處於光譜另一端的則是孟加
拉與盧旺達，幾乎100%的訪問者都同意疫苗安
全、有效，而且讓孩童接種疫苗很重要。

伊姆蘭汗表示，這份調查清晰地顯示了民
眾對科學的信任受到文化和成長背景的影響，
由於較富裕國家已經不常見到白喉、麻疹或百
日咳等疫情帶來的可怕後果，人們對疫苗的態
度才變得更加謹慎。

民粹主義助長反疫苗
也有人認為是社交媒體助長了公眾對疫苗

的焦慮。隨着網絡出現，人們產生一種幻覺，
覺得自己可以自行取得、解讀數據，而不需要
專業的科學技術知識。同時由於社媒具有的快
速傳播性，讓疫苗科普工作更加艱難。

至於法國人 「最不信任疫苗」，其實是公
眾對政客高度不信任的投射。惠康研究發現，
法國是對政府不信任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研
究法國反疫苗運動的社會學家若瑟蘭．羅德說
，法國接連爆出政府和大型製藥商有掛鈎、減
肥藥和疫苗有問題，導致人民不信任疫苗和藥
物的安全性。在2000年，這些醜聞爆發之前，
法國有約九成民眾是傾向接種疫苗的。

羅德也表示，法國的民粹主義或極右派並
沒有積極宣傳反疫苗運動，但他們會在適當的
時機參與這些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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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信任度歐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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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原因背書反疫苗運動經久不衰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BBC及英國《衛報》報道：英國機構18日發布一
份針對社會大眾對公共衛生與科學態度的全球調查，調查發現，高收入國家居
民對於疫苗的信心創最低，其中西歐僅有59%的民眾相信疫苗是安全的，法國
人對於疫苗的信任度更是墊底。分析認為，這項 「驚人」 的結果與反疫苗運動
興起有關，讓全球防疫工作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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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失所。圖為布基納法索無家可歸者 法新社

▼

意
大
利
民
眾
2
月
舉
行
反
疫
苗
示
威

網
絡
圖
片

▼

沙
特
記
者
卡
舒
吉

美
聯
社

▲ 一頭北極熊
跨越數百公里
18日來到俄
羅斯工業城市
諾里爾斯克尋
找食物

路透社

疫苗的原理

免疫系統產生T淋巴細胞和
抗體2

假如病人之後再遇上同樣
的疾病，抗體就能夠對抗
入侵的細胞

3

來源：BBC

0% 25% 50% 75% 100%

全球各地對疫苗安全信任度
同意 不同意

不適用 沒有看法

來源：惠康基金會，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2018

東歐

西歐

東亞

北美

北歐

中亞

南歐

非洲中部

中東

南美

大洋洲

非洲南部

東南亞

北非

西非

中美洲

東非

南亞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環境危機
令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遭到破壞，一頭餓到發
慌的北極熊18日就離開家園，走了數百公里
，來到位於西伯利亞北部的俄羅斯工業城市
諾里爾斯克尋找食物，最後虛弱地癱在道路
上，幾乎沒力氣站起來。

這頭 「離家出走」的雌性北極熊四肢沾
滿泥土，外表疲倦，似乎生了病。有人發現
牠躺在諾里爾斯克近郊好幾個小時，偶爾起
身到處嗅着尋找食物。野生動物專家奧列格

．克拉舍夫斯基形容， 「牠穿越了陣陣車潮
，最後筋疲力盡的癱在路旁，感覺牠已經餓
到沒辦法睜開眼睛」，休息一陣子就又努力
站起來，走進垃圾場尋找食物。俄羅斯野生
動物專家19日會前往檢查牠的健康狀況。

當地環境保護者表示，這是當地40年來
第一次出現北極熊的身影。克拉舍夫斯基指
，目前還不清楚北極熊來到當地的原因，北
極熊的眼睛含水，視力不是很好，所以有可
能只是迷路了。

報道稱，氣候變化一直在破壞北極熊的
海冰棲息地，迫使牠們到人類居住地覓食。
俄羅斯北部地區新地島2月9日因數十隻北極
熊闖入人類居住區，政府宣布發出緊急狀態。

【大公報訊】據BBC及英國《衛報》報道
：疫苗的懷疑言論幾乎是疫苗發明伊始就出現
了，甚至引發反疫苗運動。民眾對疫苗的不信
任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疫苗引發自閉症的謠
言、宗教因素以及對政府的不信任。

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在一名八歲的兒童
身上進行了牛痘病毒注射實驗，後者成功免於
天花感染。 「疫苗」自此出現在了公眾視野。

最開始，人們對疫苗的懷疑是出於宗教原
因，認為疫苗中含有老鼠和豬的DNA以及牛的
血清。事實上，正規疫苗的最終產品都是高度
提純的，不存在 「不潔」問題。

而20世紀的一篇論文讓反疫苗運動愈演愈
烈。1998年2月，英國醫生安韋克菲爾德在著
名醫學期刊《刺針》上刊登論文，表示麻疹等
疫苗導致了部分孩子免疫系統超負荷，導致結
腸炎，甚至引發自閉症。即使安韋克菲爾德
2004年也出來澄清論文證據不足，但仍無法消
除家長對疫苗的恐慌。

此外，對政府和大型機構的長期不信任也
是一大原因。在美國，民眾認為政府為疫苗生產
商的利益，故意隱瞞疫苗的風險，並誇大疫苗的
作用。意大利反疫苗運動也被《衛報》形容為「
上升到了民粹主義陣營對於醫療注射的懷疑」。

法國排名墊底 防疫工作拉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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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聯合
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
19日公布的2018年度 「全球趨勢報告」
指出，截至2018年底，共有7080萬人流
離失所。UNHCR稱該數據僅為保守估
值，因委內瑞拉經濟危機而出逃的民眾
人數被大量低估。

據聯合國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6
年起，約有330萬人逃離委內瑞拉。而
「7080萬」這一數據僅包含了正式申請

庇護的50萬委內瑞拉人。
較17年的6850萬，現已有大幅增長

。過去20年裏，全球流離失所人數翻倍
，去年的數據意味着全球每108萬人中

，就有一人無家可歸，整體而言，其總
人數現已超越泰國人口數。

18年流離失所人數的增長部分歸因
於埃塞俄比亞的種族衝突，委內瑞拉的
經濟危機等。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格蘭迪稱，產生難民的老問題尚未解決
，新的衝突卻不斷爆發，目前的趨勢仍
朝着 「錯誤的方向」發展。

這份報告將4130萬人列為境內流離
失所者，2590萬人列為難民，350萬人
列為尋求庇護者。其中境內流離失所這
人數創歷史新高。另外，有2/3的難民
來源集中於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
緬甸與索馬利亞5國。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法新社報道
：聯合國一名人權專家19日表示，有 「可靠
證據」顯示沙特阿拉伯王儲本．薩勒曼與其
他沙特高官，須為沙特記者卡舒吉被謀殺事
件負責。這名專家呼籲聯合國秘書長建立跨
國調查，並呼籲各國擴大制裁範圍，納入本
．薩勒曼及其私人資產，除非他能證實自己
無責任。

聯合國法外處決、即審處決或任意處決
問題特別報告員阿涅絲．卡拉馬德基於六個
月來的調查，透過一份100頁的報告表示，
「有可靠證據作為進一步調查沙特高級官員

個人責任的依據，包括王儲。」卡拉馬德今

年稍早前與一隊法醫及法律專家前往土耳其
。她表示，自己從土耳其當局取得證據。

卡拉馬德說： 「制裁應包括王儲及其個
人的外國資產，直到他提供證據，證實自己
沒有責任。」她強調，自己的發現基於大量
證據，包括案發領事館內的監控錄像片段。

卡拉馬德還指出15名被懷疑參與謀殺卡
舒吉的人，並暗示他們中的許多都不在沙特
此前逮捕的11名匿名疑犯中。不過，她也強
調尚未作出有罪結論，需進一步調查。

此外，卡拉馬德還呼籲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就案件發起正式犯罪調查，並呼籲美
國聯邦調查局開啟案件調查， 「並在美國境

內適當尋求犯罪起訴。」
沙特記者卡舒吉是美國《華盛頓郵報》專

欄作家，去年10月2日進入沙特駐土耳其伊
斯坦布爾領事館後遭肢解，遺體至仍未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