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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第二 巴西總統威脅退出世衛 世衞改指引 倡封閉擁擠環境戴口罩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法新社

報道：世界衞生組織5日更新防疫建議
，呼籲在新冠疫情嚴重的國家，政府應
鼓勵公眾在公共交通、商店等難以維持
社交距離的地區佩戴口罩。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指出，口罩
使用指南主要進行了三點更新。第一，
如果出現廣泛社區傳播，醫院診區所有
醫護人員都應佩戴醫用口罩，而不僅限
於接觸新冠患者的醫護。

第二，在出現新冠社區傳播的地區
，60歲以上的老人或患有基礎疾病的
人群應佩戴醫用口罩。

第三，各國政府應
鼓勵公眾在病毒廣泛傳
播和難以保持社交距離
的地方佩戴口罩，例如
在公共交通工具、商店
以及其他封閉或擁擠的
環境中。

同時，根據最新學術研究，世衞建
議織物口罩應至少由三層不同材料製成
，並對每一層使用何種材料給出具體說
明。同時，指南提供了如何清洗、保存
口罩等方面的指導。

譚德塞及衞生專家強調，僅靠口罩
並不能保證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反而會
造成錯覺，令公眾疏於洗手或保持社交
距離。口罩只有與其他防控措施相結合
才能發揮作用。各國應對新冠的基本
措施必須是 「發現、隔離、檢測和護理
每一個病例，並追蹤和隔離每一名接觸
者」 。

特朗普急令撤走1/4駐德美軍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新社
報道：拉美地區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累
計確診病例近120萬。巴西是該地區疫
情最嚴重的國家，新增染疫和死亡人數
居高不下。總統博索納羅威脅稱，如果
世界衞生組織繼續做一個 「黨派政治組
織」 ，巴西就要追隨美國的腳步退出。

截至5日，巴西單
日新增30830例確診病
例，累計確診超64萬
，目前居全球第二位
；累計死亡病例35026
例，已超過意大利，
位列全球第三。由於
巴西多州已開始放鬆
隔離措施，並逐步恢
復商業活動，不少專
家擔心，疫情會加速
蔓延，並給醫療系統
帶來極大壓力。

世衞組織發言人
哈里斯對巴西在疫情
持續發展的同時，放

寬社交隔離措施感到擔憂，她認為解封
的關鍵條件是病毒傳播得到控制。不僅
如此，種種跡象顯示巴西尚未達疫情高
峰，各城市重症監護病房佔用率居高不
下、同期基本傳染數（R0）高於1，遠
未到解封時機。

不過，巴西總統博索納洛批評世衞

組織是個 「偏頗的政治組織」 ，揚言將
考慮退出世衞。博索納羅長期反對封城
防疫措施，多次向地方政府施壓解封以
重啟經濟。《巴西日報》在頭版諷刺，
距離博索納羅形容新冠病毒只是 「輕微
流感」 剛好過了100天，如今這種病毒
「每分鐘奪去一名巴西人性命」 。

美德不和擺上枱 或加深盟友裂痕

外國確診人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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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1898401（109137死）
614941 （34021死）
458102 （5717死）
286292 （40548死）
240978 （27134死）
239644 （6651死）
234531 （33774死）
190180 （29114死）
187400 （5162死）
185416 （8667死）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
》、路透社、彭博社、德國之聲報道：美國與
德國之間的不和再次浮上水面。《華爾街日報
》5日獨家報道，總統特朗普已指示美國國防
部在9月前從德國撤走近萬名美軍，並將駐德
美軍上限下調至2.5萬人。據稱，特朗普政府並
未正式通知德國方面撤軍的決定，德國官員

也是從美國媒體報道中得知相關消息，為此大
感錯愕。分析指出，此舉帶有明顯政治色彩，加
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拒出席原定於本月底在美
國舉行的G7峰會，或加劇美德緊張關係。

美軍在德國部署情況

德國

來源：德國之聲

美軍陸軍駐軍

美軍空軍基地*

美國歐洲司令部總部

北約主要國家軍費及美國駐軍情況
國家
英國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加拿大
土耳其
西班牙
荷蘭
波蘭
挪威
立陶宛
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

來源：北約官網、Statista

軍費支出（百萬美元）
60761
54751
50729
24482
22485
13919
13156
12478
11902
7708
1107
724
670

佔GDP比率
2.14%
1.38%
1.84%
1.22%
1.31%
1.89%
0.92%
1.36%
2%

1.80%
2.13%
2.01%
2.14%

美國駐軍數
9394
34674

/
12353
136
2145
3227
398
5500
669

1200（北約）
1200（北約）
800（北約）

美國《華爾街日報》5日獨家引述
白宮高級官員報道，美國國防部將依據
特朗普的指令，目前長期駐紮在德國的
3.45萬美軍士兵中，有9500人將在9月
之前撤離，佔總人數近1/4。其中部分
士兵或將被轉移至波蘭和其他北約盟國
，其餘人則返回美國。美國國防部還擬
將駐德美軍人數上限下調至2.5萬人，
而目前駐德美軍人數在輪換或演訓時，
最多能增至5.2萬人。

據報道，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
布萊恩近期簽署一項備忘錄，發出有關
指令。德國為美國在歐洲的主要軍事盟
友，設有多個軍事基地和美軍駐歐洲司
令部。法新社指出，美方此舉恐使北約
保護傘架構下的美國對歐防衛承諾大打
折扣，也可能衝擊美國軍方在非洲及中
東的行動。

事前未通知德方
目前，白宮和五角大樓尚未就此事

回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尤利
奧特表示，特朗普作為三軍統帥，需時
常評估軍隊部署以及海外駐軍情況。他
強調， 「美國仍將致力於與強大盟友德
國，在彼此的國防安全和其他重要議題
上進行合作。」

另一邊，德國也未有表態，但該國
聯邦議員、外交政策專家尼克則對德國
之聲透露，柏林之前並未獲悉美方這一
舉動，這是 「很不尋常的做法」 。他分
析，這並非是技術性決定， 「而是純粹
出於政治動機的決定」 。

彭博社報道，德方事前並未從特朗
普政府得到相關的消息，對於華府突然
宣布撤軍四分之一的舉動，都是從美國
媒體報道中得到相關消息。

美媒：撤軍帶「個人怨恨情緒」
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德多次出現不

和。特朗普多次批評多數北約成員國的

軍費，未達到該國GDP2%的門檻，指
責這種 「搭便車」 的行為 「對美國不公
平」 。

其中，特朗普更針對德國，斥後者
沒有將錢花在捍衛國家和歐洲安全上，
而獨自建立 「豪華的社會福利體系」 。

另據《紐約時報》分析，撤軍充滿
明顯政治色彩甚至帶有 「個人怨恨」 。
有猜測指，特朗普突然 「翻臉」 或與默
克爾日前以留守抗疫為名，拒應華府邀
約出席原定6月底舉行的G7峰會有關。

默克爾也對特朗普單方面宣布退出
世衞組織感到憤怒，種種矛盾累加，或
間接推動撤軍決定落地。

一名白宮高級官員否認稱，此舉是
美國最高軍事官員、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米利自去年9月以來考量的結果，與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糾葛，以及默克爾拒

絕出席G7
無關。據
稱，美國早就
已威脅要從德國
撤軍，時任美國
駐德大使格倫內爾去年8月抱怨說，駐
德美軍士兵的軍費讓美國納稅人承擔，
德國人則繼續把財政盈餘用於國內項目
，做法 「令人反感」 。

特朗普此舉引發爭議。美國國防
部負責歐洲和北約事務的前高級官員
湯森表示，這不僅會削弱德國對美信
任，也將侵蝕其他盟國對美國的信任
。 「盟友們會問， 『我會是下一個嗎
？』 」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俄
羅斯專家魏斯則在推特上諷刺， 「特
朗普再次告訴人們，我們的盟國只不
過是政治玩物。」

華府不斷「退群」 美歐漸行漸遠
【大公報訊】據《紐約

時報》報道：美國正經歷新
冠疫情和反種族歧視騷亂的

雙重衝擊的同時，特朗普政府
在海外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尤其華
府是與歐洲傳統盟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
。美媒直言，美國總統特朗普遭受從未
有過的孤立和忽視，甚至是嘲笑。

《紐約時報》3日刊文指出，美國
在歐洲的傳統盟友近年一直受到冷落，
加上特朗普讓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如今
這些歐洲國家已經不再指望特朗普能夠
發揮領導作用，正在背棄美國。

報道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美歐
間的分歧已經擴大。3月，特朗普在沒
有事先諮詢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對歐盟
封關；5月底，美國又宣布退出世界衞

生組織，這與過去特朗普單方面退出國
際協議一樣，無視甚至根本沒有徵求盟
友意見。在非裔之死引發全美騷亂時，
特朗普揚言動用軍隊對付國民的做法，
更令盟國對他避而遠之。盟友們既不確
定特朗普接下來會做什麼，也不願意被
拖入他競選連任的 「算盤」 中。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戈馬爾說
，法國對特朗普感到既難過又憤怒， 「
我們的主要盟友拒絕在新冠肺炎危機期
間發揮領導作用，並對自己的盟友越來
越具有挑釁性，而且正在製造分裂。」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威廉．德羅茲
迪亞克說： 「一位美國領導人拒絕了所
有這些國際機構和協議，這對默克爾和
馬克龍等骨子裏支持多邊主義的歐洲人
來說無法容忍。」

▲巴西一名新冠病歿者的葬禮上，親屬默默哀悼 美聯社

▲德國總理默克爾（左）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 網絡圖片

▶倫敦有民眾乘坐地鐵
時戴口罩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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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駐德空軍數目不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