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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正在经历着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分
水岭的巨大变化，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不
明确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时代已经
到来。 社交距离正在改变着人际关系的方
式，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线上授课等新科
技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国际秩序也正在发
生重大变化。 与其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作
这一变化的原因， 不如说疫情正推动着
这一变化加速。 美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出现的政策失误，凸显了其“脱钩”政策
和本国优先主义， 同时将一些具有相似
价值观和理念的国家纳入“集团”之中。

与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败不同， 东亚
国家， 特别是中韩两国创造了有意义的
抗疫治理模式。

共享经验，中韩关系进一
步发展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
中，中国通过运用克服非典、四川大地震
等灾难获得的宝贵经验， 有效投入国家
资源，采取封锁武汉等果断措施，凭借发
挥政府与基层社会的紧密联系、 迅速的
决策体系， 以及医护团队奉献和牺牲的
精神、活跃的线上经济等优势，很快控制
住了疫情， 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得到充分
发挥。

韩国在经历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后，

也更新并实践了新的防疫手册， 开发了
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医疗装备， 通过系统
的诊疗和彻底的流行病学调查， 及时追
踪感染途径，有效控制疫情。 此外，公民
社会的奉献精神、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医疗保险等医疗福祉系统等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可以说， 中韩两国在防疫治理方面
有着众多共同点。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东亚国家和地区
内的防疫抗疫过程中， 也体现出了这些
共同点，它们在帮助政府稳定社会情绪、

有效遏制病毒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
与个人主义压倒集体主义的西方社会抗
疫失败案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借用德
国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观点，在西
方社会里，脱离和抵抗的倾向较强，而东
亚国家对集体和组织的忠诚在管控此次
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东亚传
统的政治文化发挥了作用。

更有意义的是， 东亚国家在做好本
国抗疫工作的同时， 在国际上也展现出
“共患难”的东亚政治文化。 韩国和中国
在初期抗疫取得成功后， 积极开展公共
外交，向国际社会传授本国防疫经验，提
供医疗救助物资。 韩国克服了初期困难
之后，向亟需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设备
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 并且积极向有需
要的国家分享疫情相关的知识。 而中国
向 15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紧
急援助，出口了 568 亿只口罩和 2.5 亿
件防护服，并开启“云外交”模式与世界
分享中国抗疫经验。

中韩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的情况下， 通过守望相助、 共享经
验，使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疫情
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困难，韩国政府和
市民社会齐心协力与中国携手抗疫。 当
疫情在韩国扩散后，中国投桃报李，积极

声援韩国，支援了大量医疗物资。两国通
过实际行动真正践行了 “患难见真情”

“雨后地更坚”的东亚哲学。

中韩两国之所以能够将危机转化为
机会是因为一直以来两国积累的彼此信
任。 在疫情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通话、

互致电文，并就进一步深化目前的“中韩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中韩两国的防疫经验有必要在东亚
地区实现共享。目前，韩国在不断强调构
建防疫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健康共同体
的重要性， 中国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和健康丝绸之路。

转危为机，推动构建东亚
共同体

今后东亚的和平不仅需要传统安全
方面的合作， 更需要非传统安全方面的
合作， 这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
们的启示。 由于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危
机难以提前预测， 它必然成为新兴安全
的重要内容。 通过地区合作来解决这一
问题，不仅可以减少机会成本，还可以维
持更加开放、互联的世界。

现在要关注的是， 通过什么路径转
“危”为“机”。为此，有必要再次推动构建
东亚共同体的讨论。

第一，构建责任共同体。新冠肺炎象
征性地揭示出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的总体综合安全观的必要性。因此，需
要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 深化和扩展
合作的基础。 如果不断积累并扩大小的
实践成果，积跬步以致千里，那么也可以
为朝鲜半岛无核化、 东亚领土和历史争
端等难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思路
和成功案例。

第二，构建利益共同体。东亚区域内
贸易最为活跃。 截至 2018年底，中日韩
三国占世界总人口的 20.7%、世界经济
规模的 23.6%、 世界汽车生产总量的
50.3%、世界船舶完工量的 90.4%和国
际贸易总量的 18.7%。 由此来看，有必
要更加紧密地将区域的生产网络链接起
来。为此，在取得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RCEP）的成果的同时，有必要加快
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第三，构建人文共同体。 即进一步扩
大人员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东亚具有地理
上相邻性和文化上相似性的特点。事实上，

随着东亚地区人员往来的日趋频繁， 旅游
市场的不断活跃， 东亚各国对彼此的了解
也日益加深。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交
流中断之后，更加体会到了出现“隔绝”现
象的后果有多严重。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人
文共同体而作出的努力也可以成为弱化上
层政治敏感性的基础。

东亚合作，最重要的是要
克服“亚洲悖论”

疫情之后，我们更加感受到，东亚合
作需要新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
的是要克服“亚洲悖论”：一方面，东亚各
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

实现了广泛的经济交流合作;另一方面，

领土和历史等问题造成双边关系紧张，

凸显出东亚地区并没有建立起区域合作
机构和制度。

东亚必须突破画地为牢的固有思
维，避免重蹈欧洲 19世纪民族国家的覆
辙。为此，域内各国必须克服仅仅将多边
合作视为将多个双边合作整合成网络的
倾向，超越地理和文化的同质性，创造新
的亚洲价值。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首先需要各国
政治家、学者跳出只顾眼前现实的框框，

投入更多理想主义的热情。其次，要着力
减少地区离心力，扩大向心力。 为此，有
必要确保最低限度的战略和政治共识。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应发掘不受双
边关系发展和停滞影响的功能主义合作
模式，让多边对话常态化。考虑到东亚国
家的历史记忆、价值距离等现实困难，只
有将政治谈判与功能主义一起推进才能
取得效果。为此，应该不断发掘多边平台
上的领航项目，积累成果。

例如，东亚的中枢国家中日韩应该
创造合作契机， 发掘并实践小多边主
义 。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调查显示 ，

80%的中日韩国民都认同合作的必要
性，这样的民意也将为三国合作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契
机，从环境部长、卫生部长、灾难管理负
责人等层面的协商机制、地方政府间交
流等方面着手突破。

地区纽带，将矛盾的震源
转化成治愈的引线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哈莱姆·布
伦特兰曾说：“我们就像在一个充满微生
物的湖泊之中游泳。 ”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深刻反思人类
今后的生存方式。事实上，今天的这类危
机是人类破坏环境的后果， 不由让我们
想到“地球的时间”。今后，为了地球的存
在， 不仅应把可持续发展摆在政策的优
先位置， 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也不应是
为自我存在而孤立对方的弱肉强食的方
式，而是应该通过合作实现共存。

有一部分人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会
导致新冷战的出现。但新冷战既不可取，

也不现实。一直以来，冷战论在强化阵营
逻辑的同时， 也深化了意识形态差异和
安全困境。 如果用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
对方，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否定的。由此看
来， 我们必须在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的
同时，走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的道路，

成为共同承担国际社会问题责任的利益
攸关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
在根本上也是人际关系的延伸。

地理上的相近、 各领域往来频繁、

紧密的价值链体系等特点，已经让东亚
超越了双边关系，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比起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我们更应该
通过地区纽带，将矛盾的震源转化成治愈
的引线。 正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有基础疾
病史的患者死亡率远高出健康人群， 对于
影响东亚和平与繁荣的 “基础疾病”，我
们也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 进一步努力
“对症下药”。

未来不是射击固定的靶子, 而是射
击移动中的靶子。换言之，在不确定性之
中设计更好的生活和区域的努力至关重
要。 正如中国古籍《淮南子》中提到的那
样，避免“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
遗大”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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