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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疫救灾措施的分析与讨论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世界大规模爆发流行

趋势已不可避免了。到4月1日为止，全球感染者超过92
万人，并且疫情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针对这场人类空
前的灾难，世界各国都在全力以赴、不惜代价抗疫。然
而，各国抗疫救灾的措施及效果不尽相同、各有千秋。
究竟何种抗疫救灾策略最有利于民众的利益呢？各国的
作法和说词不一。本文在此对一些国家抗疫救灾的措施
进行分析与讨论，并且反思美国疫情扩散的原因。

对封城抗疫的争议
作为疫情首发的中国率先在瘟疫爆发中心武汉采取

了严厉的封城措施，包括断绝交通、强迫隔离等手段。
随后这种封城、封户的模式发展到全国多省多市。3月28
日，由于疫情在世界的蔓延扩大和中国发病暂时缓解，
中国实行限制外籍人入境的封国政策。为避免在北京、
上海出现大量的输入病例，中国对从欧美回国的中国公
民采用机场分流和严格观察隔离的举措。

随着病毒不断向外传播，疫情中心已由中国转向欧
美多个国家。美国、亚洲和欧洲各国先后限制外国人入
境和采取停止聚会、学校停课、冻结非必要工作和商业
活动以及保持人们接触距离等措施。这种方式与中国式
的强制隔离有着明显区别。民众可以户外活动或购物。
当欧美出现许多病例后，一些中国网民戏称欧美国家的
抗疫是“连照抄作业都不会”。3月下旬，川普总统曾考
虑封锁部分疫情严重的纽约市和周围地区，以减少疾病
的传播。但是，纽约州长对此强烈反对，声称“不想被
封城，不想成为武汉”。

为何这种看似有效的强制隔离抗疫措施可以在中国
实行，但在亚欧美等发达国家行不通呢？其原因如下：

一、国家体制的不同。中国是集权专制的国家，各
级政府、执法部门和民众对中央抗疫的政策需要无条件
执行和服从。亚欧美等发达国家多为民主体制，政府的
决策受到国会、媒体和国民的监督和评议。

二、抗疫理念的不同。政府和民众对疫情和人权之
间份量权衡不同。在中国，强制隔离造成身心伤害、疫
区内外民众互相举报和围堵、网络上指责、攻击和漫骂
的报道屡见不鲜。而类似情况在民主国家甚为罕见。可
以说这些现象与政府的抗疫政策密切相关。这种疫情压
倒一切，可以置人权和人类道德底线于不顾的抗疫政策
在民主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也绝无市场。

三、国家管理机制的不同。在中国，非民选的地方
政府只能服从和听命上级领导指示，没有制定政策的权
力，违背和反对上级旨意的行为轻则丢官，重则入狱。
这也是此次疫情在武汉未能及早防控的原因。而美国州
长可制定抗疫政策和措施。州长不受总统的领异，只对
选民负责，可以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不会被撤职。

四、强制隔离不是控制疫情唯一的因素。早期预
防和提高公众防护意识才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正如日
本、台湾和新加坡的抗疫，虽然这些国家地区与中国交
往密切，但它们未采用封城措施，其抗疫效果令世界瞩
目。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武汉提早防控三周，中国

病例将减少95%。另外世界对中国患病及死亡者数量严
重致疑。从无症状病毒阳性者不计入统计数据，到武汉
殡仪馆骨灰发放的数量，再到对一些自由媒体人打压和
监禁，这些都让世界很难相信官方公布疫情数据的准确
性。           

救灾措施
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瘟疫造成了生命的巨大损失、经

济衰退和民众生活艰难三大危机。冠状病毒已造成全球
4.6万人死亡。有学者预测全球感染率可能为20～60%，
死亡人数可达数百万，特别是当瘟疫在缺医少药的非州
大流行时。疫情使世界GDP衰退，2020年第一季为9%，
第二季将达34%。数千万企业倒闭和上亿人失业。为了
抗疫救灾，全世界集资7万亿美元，用于抗击疫情，挽救
经济和救助民众。

3月底，美国启动了2.2万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庞大的
抗疫救灾计划。它们包括派遣军用大型医疗船去纽约和
加州，将在纽约新建十所大型临时医院，征集4万余名自
愿的医护人员支援纽约。川普总统要求美国公司加快医
疗设备特别是呼吸机的生产以及抗病毒药品和疫苗的开
发。给企业贷款、减税和增加失业补助金以及全体国民
发钱和个人减税。

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全力抗疫外，也出台了
直接救助民众方式。香港和澳门向每人发钱，意大利实
施工资补助、加拿大发放失业者救助金、英国给予从业
人员的80%薪资补贴，法国停征企业房租、水电费，德
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跟进宣布向民众发钱。这
种救灾方式一是让受灾民众直接受惠，二是国家和地区
需要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目前中国的疫情暂时得到缓解。官方报导每日新增
病例在百名左右，并有不少来自境外输入。现在工作的
重点由抗疫转向全国复工和对企业的救助。然而，这也
存在一些问题。

1、疫情的再次爆发：由于许多无症状带病毒者的
存在和具有传染性，可使瘟疫死灰复燃。据学者研究指
出，轻症和无症状的带病毒者占全部冠状病毒感染者的
40～60%，它意味着轻症和无症状带病毒感染者与发病
的人数相同。

2、出口企业倒闭潮：由于欧美国家疫情大流行，
大量的出口订单被取消，无法复工。据报可能有上百万
企业倒闭，近亿人员失业。

3、目前现行救灾资金只是针对企业的贷款资助，
并无救助职工和失业人员的计划和措施。中国号称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就业和失业人数巨大。如仿照发达
国家发钱的措施，不用说全民发钱，单给从业和失业
者的补助只怕是力不从心、不堪重负。由此看来“厉害
了，我的国”是名不符实。为挽救经济只能号召全国人
民捐款捐物。难怪一些网民对国外发钱措施表示羡慕嫉
妒恨。

4、由于疫情尚未完全解除，饮食、旅游、家政、
运输和娱乐等行业仍然不景气。这都会加重中国经济的

下滑。

对美国疫情的思考
目前美国疫情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感染人数最

多的国家，已达21万多人。并且疫情的转点仍要数周的
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1、联邦和地方政府对疫情认识不足和抗疫不力：
尽管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及时报告疫情，但政府对疫情反
应迟缓、没有实行早期隔离措施和医疗物资的准备不足
是不争辩的事实。

2、民众疫情防范意识薄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虽然疫情持续传播，各种聚会和活动依然照旧。这与大
都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相关。

3、美国医疗物资如口罩、防护服的不足：因为生
产这些医疗物资利润不高，其生产线已移到国外，以致
在需要时资源的短缺。

4、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影响：纽约市是国际大都
市，是金融、娱乐、文化和旅游的中心。在市中心曼哈
顿地区人囗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5万人，世界排名第一。
众多工作者住在纽约市郊以及附近的县市，交通工具多
以地铁和公交车为主。这使得纽约和新泽西成为美国疫
情最严重的两个州。

结束语
尽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国家体制、政治

制度和经济实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面对这场威胁
全人类生命安全的大瘟疫，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摒弃前
嫌、团结一致。3月26日，世界最发达的20个国家召开
G20会议，各国首脑为共同抗疫救灾达成共识。加强合
作，努力开发新药和疫苗，互相支援，特别对不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展开人道和医疗援助，以夺取全球抗疫救灾
的最后胜利。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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