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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疫情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正在全球泛滥的新型冠状病毒瘟疫已传播到世界上

200多个国家，感染人数超过200万，造成12万多人的死
亡。目前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其中美国最为
惨烈，确诊病例达60万之多，死亡2.3万余人。这场始发
于中国武汉的瘟疫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灾难。它对
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
影响。本文在此着重分析和讨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
国政局的冲击和影响。

国际压力与影响
追责与索赔：国际社会对这场造成全世界生命和财

产巨大损失的灾难的追查责任和要求赔偿的呼声日益高
涨。美、英、俄等国及联合国领导人表示要彻查疫情，
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和零号病人的出现，其焦点直指
中国政府。这涉及可能实验室病毒的泄露及监管不力，
隐瞒疫情，推卸责任，甩锅他国和高价出售不合格抗疫
物资等不负责任的表现。来自美、英、埃及、缅甸等国
的个人和团体准备起诉中国和要求高达几十万亿美元的
经济赔偿。据报道，也有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的国家借
疫情蔓延之际，要求免除巨额债务。随着疫情在全球的
扩大和蔓延，对中国政府追责和索赔的国家和个人将会
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脱钩与分离：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成为
世界经济链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策略，
使中国对外投资和建设快速增长。然而，疫情的蔓延使
世界经济严重受损，许多国家正准备在经济上与中国脱
钩。各国采取的行动中，包括停止进口中国产品和减少
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中国在国外
建设项目的停工或中止，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
及扩展。尽管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不可能完全立即脱钩，
但世界各国避免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和项目上过分依
赖中国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低劣抗疫产品、低效诊断

试剂、高价抗灾物资和附加条件的援助使中国大国形象
受损。这种与世界经济脱离的势态将可能使中国几十年
改革开放的成果丧失殆尽。

国内危机四伏
政治矛盾的加剧：从疫情开始，各种不同政见和

反对意见不断涌现。一些体制内学者、红二代、自由媒
体人和普通民众提出要求和建议，要求揭露疫情真相、
领异人引咎辞职、追查失职者责任和政治体制变革等。
虽然这些人受到严厉打压和惩罚，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在网络传播下影响很大。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大
游行、台湾大选国民党惨败和领导人改变任期制等事件
都推动了民众和党内外人士的反对和不满的情绪。有外
媒评论，中国抗疫成为个人的独角戏，其他常委保持沉
默。集体不语是对疫情有不同意见还是不愿插手或无权
过问，外界不得而知。虽然中央领导人一直声称他在抗
疫过程中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但对外表现出神密和隐
蔽性，因为领导人从未就抗疫问题接受中外媒体的公开
采访。这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

社会矛盾尖锐：由于国内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和国外
疫情的持续发展，引起国内各行业停工减产，企业缺乏
订单或关门、或倒闭。这可造成上亿人员的失业大潮。
对倒闭中小业主和失业者来说，政府没有出台切实有效
的救援措施将会引起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信息的
不透明和对反对意见的封杀，使各种谣言满天飞。政府
的公信力下降，民众宁愿相信各种小道消息而莫视政府
的资讯。如一些国家停止出口粮食的消息，造成民众对
国内粮油食品短缺的恐荒和抢购潮。舆论宣传的误导和
对国外疫情不实报道引起部分网民对西方疫情的嘲讽和
叫好。英国首相被感染的消息发布时，竟有45万人次点
赞，这反映了一些国人基本道德的沦丧。对疫区真实生
活描述和感受的文章被封杀和抹黑，如封杀武汉《封城

日记》和攻击它在国外的发表，加剧了社会民众的撕裂
与矛盾。

未来的变化与机遇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带来的国际压力与影响，

以及国内引发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国的政治局势必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以个人和党团的意志为转移
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可以说，中国已进入历史的重
大转折点。连中国领导人也承认，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
国际形势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最近有来自网络的消
息显示，国内顶级红色贵族借疫情掀起了倒习的暗流。
其原因是近年来为维护个人集权的反腐风暴触动了某些
权贵集团的利益。然而，这种党内的权力斗争只会引发
中国政局的动荡，并不会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这场影响中国前途的瘟疫
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反省。许多人公开站出来大声疾呼
和呐喊，要求推动体制改革。有历史学者将目前中国受
到国际上多个国家的追责与索赔，与上世纪八国联军的
庚子赔款相比较。尽管二者的起因截然不同，但对国家
命运的影响同样都是巨大无比的。这场瘟疫可能是引起
中国历史转变的触发点。这种巨变究竟是坚冰缓慢的消
融，还是雪崩式的爆发很难预测。瘟疫不仅阻挡了当今
中国领导人终身制的宏图美梦，也带给未来领导人政治
变革的机遇。

正如那些毫无畏惧、忧国忧民的体制内外学者、思
想家和企业家所呼吁的，疫情已使中国进入发生巨变的
紧要关头。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废除一党专制，还政
于民，建立平等、富裕、自强、民主法治的国家，这不
正是当年成千上万先烈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和当今中
国领导人经常强调的初衷和使命吗？期望一场真正改变
中国历史的政治变革早日到来。

本报特约撰稿人：佳木

就此一谈新冠疫情扰乱世局时两岸应有的互处之
道。如今中国疫情日渐减缓，而国际疫情则不断飙升，
迄无宁日。因而世界政治格局和中美关系都面临了重大
冲击和考验，这也附带影响了两岸关系的走向。我希望
在此紧急关键时刻两岸要头脑清醒，彼此互助互谅，共
同努力去克制疫情的危害，多为两岸造福，不为两岸添
乱。台湾要置身事外，不要介入美中之间因疫情发生而
彼此进行的对质和对抗，任由美中双方见招拆招，有来
有往。台湾不要占边登场，不要胡帮倒忙。

1999年7月5日我在旧金山《星岛日报》发表了“郝
柏村尽其在我”一文，提及：“6月3日上午11点我按约
到达了台北阳朋基金会点地址会见了郝柏村先生。我们
交谈约半小时，我觉得很有收获……他还清楚地记得，

我的先父（启芳公）在30年代任江苏盐城区行政督察
专员时，曾去他正就读的盐城中学讲演，宣传抗日和
民族自救……他自己不吸烟，于1978年1月1日上任陆
军总司令后便也是国军里无烟办公室和无烟会议室的
诞生……说到现代化建设，郝先生认为最正确的指标
是要看乡村建设的情况如何，以及是否教育普及，中
小企业经营得力，和民生工业发达等……针对海峡两
岸和平统一的前景，郝先生认为和统只是时间问题，
两岸不会武力相向，血战一场，而统一则是大势所
趋，要水到渠成。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台独是没有前
途的，但意在其中矣。”全文的结论是：“我很佩服
郝柏村先生积极的精神和作法，他政坛息影并不是人
生退出。他以在野之身去不断关心国民福祉和两岸关

系，正是他独到和可贵之处。也许人间走一回，最有
意义地便是随时随地肯尽其在我地做一些颇全大我的
事。人世间这种人越多，社会就越幸福。”

结论
郝柏村先生是当代杰出的人物，百年经历，生逢

其时，文武双全，尽忠报国。也正如台湾《联合报》
追念郝老所说：“郝柏村是一位纯正的中华民国支持
者，他始终如一捍卫中华民国，成为民进党的眼中
钉，也和李登辉分手决裂。”正所谓：“抗日剿共洒
血汗，出将入相掌大权。护台反独英雄色，享年逾百
福寿全。”又云：“国父遗志要实现，黄埔精神不间
断。出生入死成伟业，辉煌一生无遗憾。”

（←上接A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