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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疫症不會消失
對國際扶貧及經濟的啟示
超荷運作的黎巴嫩診所
「被消失的疫區」施達赤腳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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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　一點

超荷運作的黎巴嫩診所
撰文：黎嘉晉（傳訊主任）

「我們的診所長期超負荷運作，每

月大約有逾千名患者求醫。我們收

到的藥物捐贈對於我們提供適切的

治療十分重要。」――黎巴嫩一難

民定居點的診所主任

中 東 國 家 黎 巴 嫩 被 聯 合 國 列 為
「COVID-19全球人道應對計劃」的
重點國家之一。作為全球難民人均
密度最高的國家，該國至今接收了
150萬敘利亞人，另有約20萬人為
聚居當地的巴勒斯坦難民。按該國
人口比例計算，每三至四個人中就
有一位是難民。當地醫療系統本已
脆弱，急升的人口加重當地的醫療
負擔。自二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
在當地爆發，令醫療服務系統承受
巨大的壓力，瀕臨崩潰的邊緣。

施 達 在 去 年 支 持 國 際 基 督 教 組 織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 (IHP)
運送藥物至黎巴嫩。今年二月起，
施達再度與IHP合作，運送藥物至當
地醫院及診所，以紓緩前線的醫療
負擔。

或者你會問，為何我們要從海外運
藥物至黎巴嫩？

答：該國經濟低迷，藥物等醫療物
品供應嚴重短缺，加上物價飛漲，
當地藥物的價格已超出弱勢羣體的
承 擔 能 力 。 貧 困 家 庭 如 有 成 員 患
病，須面對艱難的抉擇：一、在坊
間購買未經認可的藥物來服用，或
拒絕定期覆診，以節省金錢；二、
透過不同「緊縮」方法（例如售賣
家當、安排子女輟學外出工作，甚
至將獲取的糧食援助出售），以應
付醫療費用。而對於難民來說，由
於 該 國 不 是 聯 合 國 《 難 民 地 位 公
約》締約國，因此難民本應享有健
康的權利（獲取安全用水以至醫療
援助）沒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IHP

從歐洲的製藥商取得經註冊認可的
藥物捐贈，施達支持IHP運輸及免費
派發藥物至當地醫院及診所，讓難
民及貧困的黎巴嫩人受惠。

黎巴嫩人和敘利亞難民的關係緊
張。在藥物援助上，如何平衡本國
居民及難民的利益？

答：獲取藥物捐贈的診所為有需要
者提供援助，不論就診者是黎巴嫩
人或是難民。不過，免費藥物會優
先給予貧困兒童及婦女。我們派發
的藥物包括多種呼吸道藥物、抗生
素、消炎藥、抗糖尿病藥等，預計
8,600人受惠。

在 這 扶 貧 路 上 ， 施 達 需 要 大 家 同
行，讓更多貧窮人得着幫助。

訂立遺產、捐贈保單沒有年齡限制。
鼓勵大家參與本會的「延續生命延續
愛」計劃，透過將身故後資產奉獻給
亞洲、非洲、中東及國內的貧困社羣，
延續生命、延續愛。
詳情> link.cedarfund.org/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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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疫症大流行，各國實施不同程度
的封城措施，使人口販賣受害者更難
尋求幫助，或者逃離人口販子的奴
役。請支持本會反人口販賣事工，協助
受害者，並提升他們對抗人口販賣的
意識與能力。
詳情> link.cedarfund.org/a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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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19年7月至20年5月

收入 捐款
 撥款
 賑災捐款
 香港政府緊急救援基金(印度水災)
 其他收入

支出 發展項目 — 亞洲
 　　　　  　中國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香港政府緊急救援基金(印度水災)
 推廣拓展
 行政費

盈餘 ／  （不敷）

14,248,068
468,226

2,392,667
10,091,000

50,682
27,250,643

7,057,336
2,157,156
1,606,422
2,835,000

10,091,000
2,382,819
1,224,068

27,353,801
(103,158)

HK$

HK$

HK$
HK$

註＞2019年 7月至2020年6月全年經費預算更新為港幣$18,578,949，並不包括香港
政府緊急救援基金撥款港幣$10,091,000。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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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詩

遺產或保單捐贈 「反販賣‧得自由」月捐計劃

（圖片由夥伴提供）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來十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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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體驗

赤腳挑戰

赤腳步行市區，沿途設有教育活動，體會
貧困人的遭遇。

赤腳進行城市定向，體會疫情下扶貧工作
的情況及難處。

10:00 ~ 12:30
(六) 「赤腳挑戰」於13:30完成 恩潮浸信會 

集合及結束地點

鑽石山/慈雲山
活動地點

立即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9月30日

(



編者話：一場世紀疫症，像是敲響世界的喪鐘：感染及死亡人數持續攀升，
人類經歷史無前例的經濟活動大停擺。疫情雖屬全球大流行，但是國際的輿
論普遍不在貧國及當地人民之中。正當歐美各國費煞思量如何盡快重啟經濟
之際，下一場災難於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發生──這些國家本已疲弱，
疫症大流行為他們帶來的經濟、衛生、糧食等人道危機恐怕較發達國家更為
嚴峻，影響更為深遠。今期《呼聲》除了分享我們為何運送醫療藥物至中東
黎巴嫩（「知多 一點」）外，也剖析世紀疫症對扶貧工作及經濟生活的影
響，以及我們作為普世信徒羣體的一員，如何繼續關注這些被遺忘、被消失
在輿論焦點之中的貧友（「焦點　主題」）。

焦點　主題

當疫症不會消失
對國際扶貧及經濟的啟示
採訪、整理：黎嘉晉（傳訊主任）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新冠肺炎病毒或永不會消失，即是說這場抗疫戰或不會
有終結的一天。如是的話，國際扶貧發展事工策略有沒有變革之處，以更全
面針對貧窮人的處境？我們過去視為「正常」的經濟發展模式又有沒有需要
被挑戰或扭轉的地方？作為基督徒羣體，我們當如何守望遠方的貧窮人，為
維護貧者的尊嚴出力？

就這些課題，我們邀請近年回流香港、專研發展經濟學的恩光書院教務長及
副教授馮韻兒博士，與多年從事國際扶貧工作的本會署理總幹事陳佩詩博士
來一次對談交流──既為當下處境把脈，而且探索未來可行的方向。

你們如何看今次全球疫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已不是良好，大部份人收入低微，衛生設備
不足夠，不少人經已營養不良。所以今次疫情對他們有深遠的影響，
他們很難復原。緊急拯救等國際援助只是短期的，現在國家經濟癱
瘓、人民又病倒了，就很難重啟經濟。

今次發達地區因應對疫情也自顧不暇，相信發展中國家可獲得的國際
金錢及物質援助會減少。這又不是絕望的，我看社區要靠自己（復
原）。今次抗疫帶出一個信息：究竟是等政府告訴人民如何控制疫
情，還是靠社區預防呢？正如以前愛滋病出現時，人心惶惶，人又不
敢說自己染病，但是許多成功例子說明社區有能力應對，包括支援鄰
舍、轉介懷疑受感染者接受治療等。

黎：

馮：

陳：

那麼，社區如何提升自身預防能力？ 

我舉一個例子，非洲塞拉利昂經歷過2014至2016年伊波拉病毒疫
情，那經歷讓當地更懂得在公共衛生上防範這次世紀疫症。在災難
下，社區本有一定的應對能力，只是應對機制可以多快被啟動。今次
疫症過後，發展中國家人民是否更注意個人衛生，也不一定，但是當
再有疫症爆發時，他們的應對意識會大大提高。

我同意，一個社區或羣組經歷共同創傷後，如果他們從中得出一些經
驗或應對逆境能力，這可以幫助他們或他們的下一代更好面對下一次
災難所帶來的創傷。另外，貧窮國家如印度的部份地區有很強的非
正規網絡（informal network），居民可利用自身社羣的力量去面對社
會突變的情況，即管當地市場、電台、政府辦公室和診所等服務

黎：

陳：

馮：

辨識社區網絡

有沒有例子說明這些非正規網絡是如何運作？

例如要應付疫情，不只是靠物資供應，而且知道如何傳送（物資至有
需要人士）、如何洗手等。一個社區裏會有一些人掌握這些相關資
訊，能夠辨識哪些是真與假，哪些是應該遵從與否，逐漸透過自身的
網絡傳遞出去。

這除了說明社區領袖在信息傳遞的重要外，還令我想到貧窮社區內的
「傳統型權威」。一些地區未必有很準確的資訊，但是居民很相信傳
統 權 威 ， 如 果 扶 貧 工 作 者 找 到 這 些 權 威 人 士 （ 如 宗 教 領 袖 或 酋
長），作出介入，這可以幫助居民在公共衛生的行為與心態上作出改
變。因此，我們的眼光不應只放在防疫物資的援助，而是協助社區辨
識及聯繫已有的資源及網絡。

黎：

馮：

陳：

受疫情所累，各國經歷不同程度的經濟停擺。即使疫情受控，經濟恢
復，病毒也隨時再度來襲。面對如此不穩定的將來，究竟怎樣的社經
生活方式更合適人類及生態環境？

因着國家封鎖政策而導致的經濟停擺，說明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可以放
置在比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更高和更重要的位置。人是可
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和犧牲，去保護、顧及更弱勢和更貧窮的人。雖然
那是緊急措施，但是如果此心態在疫情之後能夠延續下去，是會帶來
改變的。

黎：

馮：

回復原狀已不可能

依賴GDP增長是西方的思想模式，覺得人類社會是要無止境地發展。
當 我 們 說 「 發 展 」 時 ， 都 是 如 此 思 維 。 但 是 在 神 的 國 度 來 說 並
非這樣。人喜歡說「生產力」（product iv i ty），但是神說「豐
盛」（fruitfulness）。或者，我們退一步問自己：在個人及社會
生活層面，我們是追求生產力，還是豐盛？即是問，我們的經濟發展
有沒有注意到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的條件，而不是側重於高生產和高
消費的發展模式。

是的，我走過不同的貧窮社區，也帶給我許多反思，就是我看見很多
豐富的東西在貧窮家庭當中。這些東西有時並沒有很多經濟指標在其
中。例如對他們來說，明天還有沒有食物也不知道，但是他們有很高
的抗逆力，又常常感恩，並且家庭關係可以是很好。有時候，我們只
側重經濟支持，忽略了他們的社羣韌性及文化。

陳：

香港信徒如何將貧國情況的需要擺上禱告，並且在生活上維護貧者的
尊嚴？

關心貧國人民之前，要先對他們的情況有感動，才願意為他們走多幾
步。我的感動源於我有機會見到、探訪他們。當然，這不必然只有到
過貧國如孟加拉，才會有感動。你身邊有很多貧乏人，多一點關心他
們的時候，你大抵感受到貧窮生活的掙扎。

對我來說，如我曾經歷過，感動會容易得多。我跟學生說，英文字
compassion（憐憫／同情）字面意思是「一同受難」（suf fer 

with）。現在的疫情幫助我們經驗更多，可能是第一次面對社區集體
焦慮、創傷、失業和經濟蕭條。對香港信徒來說，可能這讓我們更體
會到貧窮地區的人平日所面對的境況，沒有工作、沒有食物等。不
過，compassion不只是一種感覺，而是要認識對方，並且付出時
間和代價，如閱讀相關書籍和紀錄片、到訪他們的地方、跟他們談
話，以至住在當地一段時間。

黎：

陳：

馮：

感動在乎看見

關閉，他們仍可以知道向哪些人尋求幫助，或者索取資訊，構建自身
的鄰舍互助及供應鏈等。

（原載於CGST MAGAZINE網頁〔magazine.cgst.edu〕，經施達編訂。）

相關影片 《世紀疫情對貧窮國家的影響，跟發達國家有何不同？》
link.cedarfund.org/impact-COVID-19

相關文章 〈災難苗頭已現：疫情下的貧國呼喊〉
link.cedarfund.org/calamity

施達新冠肺炎抗疫工作 link.cedarfund.org/covid19-relief

（攝於盧旺達，圖片由夥伴提供）

馮韻兒 陳佩詩
施達署理總幹事恩光書院教務長及副教授

施達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