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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Dental Arts

Fan Yu DMD, MS
●美国Tufts 大学牙科学院优等博士毕业
●原美国弗吉利亚州立大学牙科学院临床研究员
●原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住院医师

4001 Fair Ridge Drive #303 Fairfax, VA. 22033
(近Fair Oaks Mall, 位于Fair Oaks Medical Building 一楼，免费停车)

余璠 牙医博士

免费咨询，精细诊疗，无痛亲切服务
接受多种牙科保险及MEDICAID,无保险者有特价

竭诚致力于您和家人的口腔保健及美齿需求

北维精锐牙科中心北维精锐牙科中心
Premier Dental Arts

中英文预约电话 ：
703-865-6276

周一至周六

诚征中英文流利
牙科前台和助理

* 成人儿童，牙科全科, 牙科急诊
* 补牙拔牙，根管治疗，各种假牙
* 牙齿漂白，烤瓷贴面，美容修复
* 人工植牙
* Invisalign 齿列矫正
（Certified Provider）
* Zoom!冷光美白
* 最新数码X光片
（减少90％辐射照射量)
* 全新严格牙科消毒设备

www.fairfaxd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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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产新冠疫苗“联亚”未获紧急使用授权
台湾当局“食品药物管理署”

16日公布，本地厂商联亚生技研
发的UB-612新冠肺炎疫苗(简称

“联亚疫苗”)，因中和抗体数据与
阿斯利康疫苗(AZ疫苗)相比未达
到设定的评估标准，不予通过紧
急使用授权。

综合中央社、中时新闻网、联
合新闻网报道，联亚生技于今年6
月底公布“联亚疫苗”第二期临床
试验期中报告，称结果不仅“符合
预期”，疫苗免疫反应亦可对抗德
尔塔变异毒株。该公司于 6月 30
日向台当局相关部门申请紧急使
用授权，并称规划在印度进行第
三期临床试验。但在“食药署”本
月 15日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因疫

苗数据未达标，参与投票的 21人
中，有17人不同意通过给予“联亚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16日联亚生技子公司联亚药
股价开盘后不断走高，最高价一
度升至每股 207 元 (新台币，下
同)。而当天下午“联亚疫苗”未获
紧急使用授权消息公布后，该股
重挫，最低跌至每股100元。

依台当局疫苗采购计划，卫
生单位已与高端疫苗、联亚生
技两家本地疫苗厂商签订各采
购 500 万剂新冠疫苗的合约。
当前，联亚生技已生产 200万剂
疫苗，舆论关切，未通过紧急使
用 授 权 ，这 批 疫 苗 是 否 会 报
废。对此，当局“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负责人称，按合约处理后
续事宜。

据台媒报道，台湾已通过紧
急使用授权的本地新冠疫苗“高
端疫苗”于 6月 10日发表第二期
临床试验期中报告，随即申请紧
急使用授权并于 39天后通过，列
入第六轮公费接种的疫苗种类。
目前“高端疫苗”到货 61.1万剂，
正在检验封缄。但“高端疫苗”与

“联亚疫苗”均未完成第三期临床
试验。

对于当局所采用的疫苗效力
评估标准，台“中研院”院士陈培
哲表示，以比较中和抗体数据判
断疫苗效力、作为是否通过紧急
使用授权的标准没有科学依据，

因这一数据并不能代表实际接种
疫苗后产生的保护力。台湾本地

疫苗取得紧急使用授权，必须以
世界通用标准为主。

台湾家庭收入“高低差”创近8年最高
舆论发出经济民生警讯

台当局日前将今年台湾经济
成长率预测值上修为 5.88%，而同
时公布统计则显示：去年台湾家庭
可支配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差距
6.13倍，为 2013年以来最高值；基
尼系数 0.34，为 2012 年以来最高
值。

记者注意到，近日台湾舆论和
相关人士对台湾在疫情下的经济
民生问题发出警讯，关切点涉及贫
富差距、“痛苦指数”、财政赤字等。

据台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
处”最新公布的统计，2020年台湾
每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为108
万元（新台币，下同），中位数为92.9
万元，分别较 2019年增加 1.9%和
2.6%；依每户可支配收入高低分为
5组，最高、最低各20%的家庭每户
分别为217.6万元和35.5万元。

据台媒报道，“主计总处”负责
人坦言，去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台湾贫富差距确实拉大。对于
今年情况，有学者表示，疫情对社
会基层、弱势族群冲击最大，周工
时低于 35小时者从原本十几万暴
增至近百万人，而收入较丰的科技
业、制造业却不受影响。有钱人靠
工作、资本市场赚钱，弱势族群却
面临减班休息的命运，虽有纾困等
补贴措施，但今年贫富差距仍会持
续扩大。

“主计总处”统计还显示，2020
年台湾全体家庭消费支出总计
71969亿元，较 2019年减少 0.6%，
平均每户消费支出 81.5 万元，较

2019 年减
少 1.7% ，
而平均每
户 储 蓄
26.5 万
元 ， 较
2019 年增
加
14.8% 。
今 年 受 5
月中旬起
疫情警戒
升至三级
影 响 ，二
季度台湾
民间消费转呈负增长。

“主计总处”负责人对台媒表
示，民众储蓄率增加，主要是饱受
疫情影响、减少外出，休闲、旅游、
运输等支出都减少。

疫情冲击下，台湾内需消费
不振，重创劳动力市场。据“主
计总处”此前公布的数据，台湾
6 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
增 率 为 1.89% ，失 业 率 升 至
4.8%。台北市议员王鸿薇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失业率与
CPI 上 升 率 相 加 就 是“ 痛 苦 指
数 ”，台 湾 6 月 的 这 一 指 标 为
6.69，创 13 年来新高。

台湾“联合新闻网”登载相关
人士分析文章指出，近期上半年经
济数据纷纷出炉，岛内主要机构纷
纷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但一
般民众恐毫无感觉。2月台湾“痛

苦指数”已破 5，之后呈上升趋势，
5、6月逼近7，显示疫情在台湾已不
只是公卫问题，而是与人民切身相
关的经济问题。

文章说，1月以来台湾失业率
逐月增加，6月已达 4.8%，“这还是
7月毕业季大量社会新鲜人投入职
场前的统计”。更要注意CPI年增
率，去年台湾刚出现疫情时，民间
消费迅速降温，3月开始出现连续7
个月通货紧缩。今年情况完全不
同，4、5月CPI年增率都超 2%，7月
仍有 1.95%，“9月开学季可能迎来
新一波消费高峰，推升物价继续上
涨”。从“痛苦指数”变化看，若说
一年前是振兴重于纾困，现在就是
纾困重于振兴。选对政策工具才
能防止问题恶化，否则，疫情将从
公卫问题、经济问题演变成最难解
的社会问题。

陈时中坚称“3＋11”不是破口
遭呛“病毒不会从土里长出来”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
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
时中接连2天声称“没有所谓的3+
11的破口”，昨天还以 4块手板信
息自证所言不假。但此举释疑不
足，甩锅意味却浓重，“双北”地区
对此不客气地指出，病毒不会从土
里长出来，并要陈时中诚恳一点。
在野党民代更暗讽，这根本是民进
党为 2022、2024选举铺排的卸责
大戏开场白。

陈时中 13日声称，去年 12月
31日以前，机组员检疫规定都是

“3+11”，即 3天隔离检疫+11天自
主健康管理。新西兰机师染疫事
件爆出后，政策加严，经大规模
6000人采检、确认管理上轨道，才
在今年逐步放松回“3+11”，但仍要
求检疫期满接受采检。他也还原
机师、饭店群聚经过。

不过，看似有凭有据的说词，
却又引来更多质疑。中国国民党
前主席朱立伦提醒大家，千万不能

轻轻放过陈时中的话，因为民进党
的治理哲学是：“谎言说 1000遍就
是真理！”若“3+11”不是破口，什么
才是这波造成台湾 800多人死亡、
经济被封锁 3个月的元凶？痛斥
陈时中根本是帮自己开脱。

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当初不
断强调阻绝于境外、管控于境内是
不二法门，无法阻绝境外时，才管
控于境内，就是因为阻绝于境外产
生破口，才会使疫情在岛内大幅肆
虐，造成伤害。新北市副市长刘和
然直言，“病毒绝对不会从土里长
出来，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陈时中
先前被问到“3+11”时说会负责，如
今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看起来是
不用负责，他更讽刺说不想追究什
么，但至少诚恳一点。

中国国民党籍北市议员王鸿
薇说，陈时中打死不认“3+11”政策
错误，完全是为了洗白未来选举的
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