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年又一年
守望相助才能共克时艰

2020年的世界，我们看到，全球人员流
通因疫情受阻，十多位国家领导人确诊感

染，美国一度以日增 20万确诊病例成为“美
国第一”；我们也看到，中国积极透明地向世

界公开疫情信息，中国医疗团队奔赴他国，
与同行分享抗击病魔的斗争经验，同各国一

道钻研疫苗研发；我们还看到，一些国家一

边忙着制造和传播仇恨与对抗的“政治病
毒”，一边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掀起

疫苗抢夺战……
世卫组织警告称，曾两度成为疫情“震

中”的欧洲将在 2021年初面临疫情再度暴
发的“高风险”。世卫组织还警告称，新冠疫

苗并非终结疫情的灵丹妙药，相关国家需
要有长期抗疫的思想准备和措施。

随着 2020年年末“疫苗优先”在美国
成为行政命令，一场围绕新冠疫苗的国际

抢购大战看起来似乎在所难免。这让我们
不禁担忧，送走过去这“疫”年，迎来的是新

的一年，还是新的“疫”年？
所幸经此一“疫”，更多人意识到，即便

是抢到了疫苗这张回归正常生活的门票，
还有太多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疫苗的生产、

保存、运输、分配、注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
能成为痛点，任何一个微小部件缺失都可

能成为瓶颈，任何一个国家掉队都可能成
为制约人类抗击新冠疫情的短板。面对新

冠病毒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有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共克时艰。

经此一“疫”，更多人对有增无减的非
传统安全威胁有了切肤之痛。在应对挥之

不去的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正视流行疾

病、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跨越国界的挑
战，重新审视非传统安全治理，合作应对共

同的安全问题，显得刻不容缓。

重塑全球化
经济挑战中寻破解之道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过：“大
流行从来都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

因素之一。”新冠疫情会给我们留下什么？
2020年，我们目睹了这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危机向经济领域外溢，各国疫情防控
措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活动，消费需

求萎缩，就业机会减少，一些挑战加剧。我

们也看到，全球供应链配置的薄弱环节，以
及结构性的“沉疴痼疾”在这场全球性的突

发公共危机中暴露无遗。我们还看到，为了
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国家主义在一些国家

回归。原本有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
国际分工、提高经济效益的全球化，在疫情

的冲击下遭遇逆流。
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4.2%。可以
预见的是，2021年，国际贸易将继续在疫情

防控的需要下开展，依旧会有许多国家在疫
情防控与经济重启之间摇摆。同样可以预见

的是，一些国家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化解危机的同时，也将产生超过历

史水平的财政赤字，危机潜伏。
专家认为，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全

球化的缺点和短板，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
的倒退。相反，这场疫情会重塑全球化，危

机之中潜伏着的机遇需要我们牢牢把握。
未来一年，受到重创的全球产业链和

供应链格局，或许会因为疫情发展，而伴随
着各国贸易政策的转型加速调整。

单边与多边的频频交锋之后，人们发
现多边合作依然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尤其

是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防疫需要，又能

维持国际分工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
许会在“后疫情”的 2021年成为推动国际

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经历了 8年长跑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

人类阻击新冠疫情的重要关头正式签署，
释放了亚太地区成员国团结合作的积极信

号，将进一步巩固该地区供应链的韧性；
2021年即将迎来“弱冠”之年的上合组织，

正着力巩固融合发展的坚实基础，提升本

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而中国

将目光投向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希望携手各方共同推进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未来一年，疫情将继续倒逼和催生新

的经济业态。
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已经发现

了线下经济模式的痛点，并找到了新的可

能。线上教育、直播带货、云买卖?利用互
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的商业模

式已然站在了风口。
接下来，在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还无法

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
将持续加速推进。日本菅义伟内阁已经在借

疫情防控的需要着手布局数字化战略，力
争在明年 9?创设“数字厅”；欧盟委员会

公布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化转型的规划，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实体商户、农场主正

尝试“触电”；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民众感受
着在线点单的便利和红利……

构建新秩序
国际格局演进提速换挡

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并未因为新冠疫
情降温。面对疫情的肆意蔓延与强烈冲击，

国际秩序会怎样加速演变？
我们看到，国际秩序频繁失序。疫情加

剧了美国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从退出世界
卫生组织、《开放天空条约》，到干扰世贸组

织总干事遴选进程，美国挥舞着单边主义

和霸权主义的大棒，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多边体系步步紧逼；美国的傲慢和自

私加剧了其同盟友的疏离，尤其是欧洲人

开始思考是否还要追随美国。

我们也看到，地区冲突背后的大国博
弈。普京出手最终为亚阿“完全停火”一锤

定音，但纳卡的归属依然令那里难以维持
长久的和平；面对疫情与制裁的双重叠加，

以及年头年尾的两次暗杀，愤怒的伊朗暂
时选择隐忍；以色列趁着美国大选的契机

在阿拉伯世界屡屡“破冰”，进一步扩展“反
伊朗同盟”，但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并不明朗

的中东政策，令美以关系以及中东格局再

添变数。
我们还看到，西方失去了优越感，“东

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拥有全球最顶尖
医疗资源的美国在疫情面前近乎“裸奔”，

近乎贯穿全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对防疫两极化的态度以及两名候选人得票

数都创历史记录的大选撕裂着美国社会；
互相打着心理战的英国和欧盟，深陷疫情

蔓延和英国“脱欧”的泥潭；欧洲一些国家

从消极抗疫、抹黑中国果断抗疫举措，到疫

情告急、寻求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而
中国携手全球抗疫的努力得到更多国家的

认同，它们加入反对零和博弈的队伍，和中
国一道在抗疫过程中提高国家和国际治理

的能力。
伴随着美国从“一国独霸”的神坛跌落

以及新冠疫情的长期化趋势，未来一年，我
们或许会看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走到台前，

凝心聚力，推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G20
?国际重要多边机构职责和作用的发挥。

在新的国际合作中，人们期待每一个国家
都将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乱局见定力
期待携手走出疫乱阴霾

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 2021年？关
于这个问题，我们怀抱有太多期许，也面临

太多的“不确定”。然而，乱局中见定力，中国
便是种种“不确定”之中的那个“稳定”项。

中国将继续展现大国担当。这一年，中
国为全球战“疫”提供了 2000多亿只口罩、

20亿件防护服、8亿份检测试剂盒。新的一
年，中国将继续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提供

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更多公共产品。我们
将积极推进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和国际联

防联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世界“疗伤”。
未来一年，合作共赢仍将是世界经济

复苏的重要支撑，而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
互利合作的中国将成为其中的最大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显示，中国将是
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

国家。但中国不打算独享这份“红利”。2020
年，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中国如期举

办第三届进博会，以开放合作的姿态迎接
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 3600 多家企业

共赴东方之约、共享复苏之机，为陷入衰退
的世界经济增添一抹亮色。经合组织的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更是指出，2021年中国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三分之一。

未来一年，多边主义不会是一种选项，

而是一种必要。

步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将于危机
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继续推动新型

国际关系，持续深化国际和地区合作，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面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为我们深知，中国的
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浴火重生也需

要中国方案。
2020年剧终，我们依旧相信，新冠肺炎

疫情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控制的大
流行。但我们也清楚地明白，它绝不会是人

类面临的最后一场大流行。“这是一个讲科
学、求团结的时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反复强调。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2021年大幕渐开，我们更加坚信，“没

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
步为补偿的”。关键在于，在经历了过去一

年的磨难与考验过后，我们能否握住团结

合作这个最有力的武器，走出疫乱阴霾，为
地球按下“重启键”。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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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 2020年的尾巴上回望

过去这一年，我们知道世界难以

回到过去。

大疫仍在肆虐。 世界经济深

度衰退、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强权政

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非传统安

全威胁与传统安全问题交互影

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告别“糟糕的一年”，2021年

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开局？

世界如何重启
“后疫情”时代

本报记者 齐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