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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威胁，

首先需要保护的

是什么？

疫情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治理能力测试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提出了日趋严峻的挑战。其

中，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的是，在医疗技术、医疗设备

先进性与人均数量以及传染病防治体制完善度方面，

均曾经被当做理想化标杆的美国，确诊案例呈现某种

让人震惊的指数级增长，且呈现继续攀升态势。包括

美国在内，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

士等欧美发达国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全球总数的40%

以上。考虑到人口分布、医疗资源，以及政府应对危

机能力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正共

同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治理能力测试。

面对测试，这世界已经见证了不同的选择：中国

的举国抗疫机制，英国的准群体免疫，美国的联邦制

国家抗疫，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韩国、日

本、新加坡等，也各自给出了具有各自特色和特点的

抗疫模式。不过，总体来看，这些抗疫模式，大致都

可以归纳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威胁，首先需要保护的是什么？这个单项选择题有两

个选项，一个是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一个是资本

市场的信心和经济的稳定。

引发广泛关注，并在不同阶段均在海外媒体和

舆论场引发争议的中国抗疫实践，选择的是第一个

选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具体实施抗疫的整个

中国，抑或是在边上或者挑三拣四、或者冷嘲热讽、

或者抹黑攻击的各色人等，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

认定了，中国抗疫的唯一标准，就是人民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并且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生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这么去实践的。

然后，就是用2个月时间，对中国大陆的整个疫情，

实施了有效控制和阻断，用两个月的时间，实现了

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欧美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最典型，选择的过程

基本包括两个阶段：当新冠病毒主要在中国大陆肆虐

的时候，他们用1-2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而有效的

旁观；采取的最主要的抗击疫情措施，就是在第一时

间对中国实施了边境管控；当新冠病毒充分利用这些

国家在早期检测和预警过程中存在疏漏，渗入当地社

区并开始传播的时候，以英美两国为典型，选择了以

经济成本优先的最低限度预防方案，通过对疫情信息

的强力管控，设置严格的核酸检验资格审核程序来控

制检验范围，并尝试通过淡化病毒可能具有的威胁性

来维系金融资本的信心。这当然具有国别特色，但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无差别压力测试面前，除了起到了

错过一个优先识别、有效隔离、实质性控制的黄金窗

口期之外，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发达国家集中暴

发，在全球范围推动大流行进入第二个波次的当下，

人们需要尽速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达成某种

新的共同认知：第一，聚焦人的生命和健康，以抢

救生命为优先目标；第二，在全球范围实现有效的

跨国协调，综合发挥各国优势，尤其是中国的经验、

能力和资源领域的优势，以符合疫情自身特征，以

及当今国际体系基本游戏规则的方式，形成有效的

抗击疫情的国际协调机制；第三，就如何抗击疫情，

均衡病毒防治、患者抢救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等

三者之间的关系，在WHO以及联合国的平台上，

达成有效的一致。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应

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当

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

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

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以务实有效的合作，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

念，实施有效的跨国组织和协调，才是回应新冠肺

炎疫情这场压力测试的唯一正确选项。

　　以务实有效的合作，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实施有效的跨国组织和协调，才是回应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压力测

试的唯一正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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