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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感染 英国通往群体免疫之路？ 

近期笔者一直在观察英国 Covid 疫情的走向。它在 7 月 19 日一次过解除几乎所有抗

疫限制，至本文定稿时(8 月 9 日) 已近三周。6 月下旬消息初传出决定解禁，要走向「与

病毒共存」，各方交相批评。几千名学者专家公开联署，指这是一场「危险、不道德的实

验」，呼吁首相约翰逊 (Boris Johnson)不要一意孤行。首相反问：「此时不解禁，更待何

时？」国内外媒体多以「Boris Johnson 的豪赌」起标题，等着看他自食恶果。当时估计，

在最坏的情况，全面解禁后，单日确诊案例可能飙升至 10 万以上，可以冲溃医疗系统。

这最恶劣的情况并未出现，本报上周有专题报道比我还快一步作出判断：「英解禁暂胜一

局疫战入秋见真章」(8 月 7 日／8 日，A14 版)。 

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这只是好胜的首相的一场豪赌。我看英国的解禁是经过计算的大

实验，值得分析，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宜保持国际视野，不要嗤笑他一下，就随

手丢掉很可能有用的参照。 

在解禁前夕，7 月 18 日英国新增 47,599 宗确诊，7 天平均数亦达 44671 

宗，因此心焦的专家估计的最坏情况(每天确诊 10 万宗以上)的确可能出现的，这时全面解

禁怎能算是理性决策？即使是原则上认同社会需逐步适应与病毒长期共存，英国的解禁在

时机上似乎是不必要地急进。当时英国约有69.5%人口接种了最少一剂疫苗，54.2%人口完

整接种了两剂。首相问「此时不解禁，更待何时？」其实是有答案的：据调查，只有约一

成英国人对接种疫苗有保留，而接种计划进度良好，多几个月就可以超有 8 成人口完成两

剂接种，到时才解禁风险会较低。 

实验经过计算 

然而解禁前另一些数据却较为正面。在年初英国的上一波疫情，每天确诊数字飙升至 

4、5 万，随后便有每天 3 千多宗严重病例需入院，对医院做成很大压力；但在今次这一

波却非如此：虽然解禁前每天确诊也有 4 万多宗，但每天「只有」几百宗严重病例入院。

英国政府的分析显然是，疫苗的保护作用(在减轻严重病情方面)已在发挥效力，满足了解

禁的基本条件。此外也有正面的分析指出：虽然至 7 月中每天新增确诊个案和入院数字都

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已连续多天下降，显示即将见顶。 



结果亦是如此。确诊数字在解禁后第 2 天便见顶，之后颇为快速地回落，至 7 日底已

落到每天 3 万宗以下，每天入院数字看来也会在每天八百宗以下见顶。如果这是一场「豪

赌」，首相岂不是赌赢了吗？ 

笔者看还未可断定，需要多看三数星期的入院情况。即使结果未定，当地渐见一些有

用的回顾分析。为什么疫情会回落？一种分析是，在早前抗疫措施松懈的日子（包括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的欧洲国家杯足球狂热），早已受感染的人口（尤其是社交活跃的年轻

人）为数不少，因此虽然在解禁日已接种最少一剂的人口只有约 7 成，实际上有免疫力的

人口应大大不止此数。有侧面的数据可作旁证，在解禁前，一些抽样的免疫力调查发现，

近 9成测试者的血液已有对 Covid 的抗体，包括来自接种和曾受感染。 

「成败论英雄」的思维在抗疫是不准确甚或危险的。即使解禁大实验在英国行得通，

其他国家地区的背景条件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还无法确定英国的情况有无幸运的偶然因

素，以及是否一时的风光。 

普世面对难题 

即使如此，英国的实验带出了一道重要的思考题。这是一个难题，而且很可能是全世

界的政府最终都得面对的。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令最后的两成人口得到免疫力？」 

所谓「最后的两成」，是假设了各地政府都会尽力以各种方法鼓励和催促人民接种，

在软硬兼施之下，应该有八成人口会自愿或半自愿接种疫苗。问题是疫苗的保护力只有 6 

至 9 成，对新变种病毒更可能要再减两成，因此袁国勇教授和国际专家最近齐齐指出，最

终要有 9 成以上人口打齐两针，才能达到相当于先前说 7 成人群体免疫力的目标。八成

人口自愿接种并不足够。 

如何令最后的两成人口得到免疫力？袁国勇教授的回答可能是，要坚定  不移地以全民接

种为目标。英国政府的判断是，要达到全民接种太难，说服  最后那一两成人需时漫长，社会经

济和人心都难以承受，为要尽快走完通往  群体免疫的最后一程，只能硬闯。只要医疗系统承受 

得住，长痛不如短痛。  这却是隐藏了一些伦理疑问：放任感染的风险并不是由所有人平均分

担的，例如英国白人接种率高，有色人种接种率低，本身的健康状况也较差。 年纪也有

差别：年轻人解禁行乐得益，即使受感染病情也较轻，但付出性命代价的可能是体弱病人

和高龄长者。 

在香港，我们也有必要正面预早考虑「如何令最后的两成人口得到免疫力」的问题。 

 香港能长时期近乎「清零」是好成绩，政府目前的策略似乎是按接种率及按范围逐步放 

 宽（例如学校师生有 7 成人接种就可全日上课）， 同时以较强硬的规定催迫在职人 

 士接种，但是这仍然未曾算是正视了最终的问题。袁教授很坚决，但客观上，最终 

 香港可能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自然感染历程，当然不要学英国一下子放任到戴口罩的 

 基本要求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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