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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项研究所采取的“2022 年 3 月 1 日境外输入 20 例

奥密克戎株感染者”等基线情境假设，模拟结果显示，如不采

取大规模严格的各种非药物干预措施，没有坚持“动态清零”

的防控策略，在全国尺度上，2022 年 5-7 月会出现非常陡峭的

流行高峰。

在 6 个月的模拟期间，奥密克戎流行预计导致 508 万人次

住院，267 万人次入住 ICU（重症监护室）和 155 万人死亡，

对应的住院率、ICU 入住率和死亡率分别为 3.60‰、1.89‰和

1.10‰。值得一提的是，未接种疫苗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贡

献”74.7% 的死亡，这是由于老年人感染奥密克戎株后出现重

症结局的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给“动态清零”算算账

本轮疫情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前所未有，也让

不少人质疑“动态清零”的代价是否太高？

事实上，早在 4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

院长梁万年就已表示，“动态清零的精髓，一个是快速，还有

一个就是精准。”“快速”就是要求保持高度的警惕，也就是

公共卫生系统的监视能力要强化，加强一些症状的监视，加强

病源的监视，一旦发现就快速地实行围堵，把疫情控制在最小

的范围。而“精准”，除了此前一直强调的精准的流行病学调

查等内容，更重要的是要精准地平衡好疫情防控与老百姓正常

的生活之间的关系，精准地平衡好疫情防控措施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 月 2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对“动

态清零”的“经济账”算得明明白白。

我们可能在实行某些具体策略和措施的时候，在短期之内，

牺牲了一些局部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生活便利性，使局部地区的

经济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换取最广大地区、

最广大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这个是具有成本效益

的，这也是一种平衡。

“动态清零”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疫苗接种、方舱建设、

核酸检测，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也会引

发一些间接成本，如抗疫会限制局部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流动性，

由于这种流动性限制，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影响。还有无

形成本，如隔离人员，特别是在封控区或者管控区的人员，在

家隔离会产生焦虑不安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相比之下，“动态清零”的收益更加明显——有效避免了

疫情大规模流行和暴发，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均期望寿命折损，维护了最广大地区

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

具体来看，我国 2020 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 8.1%，两年平均增

长 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2022 年第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这种态势已经证明，“动态清零”

符合中国国情，较好地平衡了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

打个比方，中国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和一系列抗

疫举措，相当于为中国 14 亿人民购买了一份应对疫情变化、病

毒变异传播等不确定因素的保险，购买保险的成本是牺牲一小

部分人的消费，目的是为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动态清零”还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利用的远程医疗、

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力保障了民生，

更保护了脆弱人群。同时，通过联防联控，通过社区治理能力

提升，也促进了公共服务部门间、政府和社会间、上级政府到

基层社区治理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和联动。

这样的“算账”方式也适合上海。相信在积极复工复产之后，

那个如常的上海就会回来，并且奋起直追把之前的经济损失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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