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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新冠肺炎带给世界的改变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状病毒肺炎带给人类空前的

灾难，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公共卫生、生活的巨大变
化。本文在此简述和讨论这些改变。

一、生命的损失
本次新冠肺炎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冲击莫过于生命的

消逝。到本周末，全世界感染者达440万，死亡人数近
30万，死亡率达5%以上。其中美国最为严重，感染人数
140多万，死亡8.5万余人，远超过每年普通流感死亡率
和人数。根据美国CDC统计，2018年冬至2019年春，全
美患流感者3550万，死亡3.4万人，死亡率约0.1%。虽然
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疫情开始缓解，但亚非发展
中国家形势仍很严峻。随着各地的复工潮展开，疫情反
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二、国际政治和关系的改变
新冠肺炎冲击和震荡着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美

国和西方国家谴责中国隐瞒疫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美军传播病毒。中国官方媒体点名批判美国国务卿
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中国通过宣传抗疫胜利和大量出口
医疗物资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美国和欧洲因质
量问题限制中国医疗物资进口。最近，有多个国家的个
人、组织和地方政府起诉中国隐瞒疫情，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疫情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和全球去中国化的
趋势，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损害
国际贸易协议、互联网、快捷交通运输和跨国公

司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成为一体。全球化的
进程使制造业和供应链流向成本较低的国家。疫情重创
了全球经济，各国正在促使制造业转回本土，即外包回
流。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医疗设备和医药产业。疫情期
间消费减少、工作停摆使进出口贸易、航空、旅游、餐
饮娱乐业严重受损。美国和中国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前
二位，分别为24%和16%。疫情对美中经济损害巨大，这
都将影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四、公共卫生危机与矛盾
全球疫情爆发引起世界各地医院不堪负重，卫生资

源和设备的短缺，大量医务人员感染。一些国家对世界
卫生组织的防疫策略不满。美国指责世卫在抗疫上对中
国的偏坦，并停止每年对其5000多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台湾加入世卫引起争议。2008年，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
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并参加会议，但在近年来因执政民
进党推行“去中政策”使其被排除在世卫之外。此次疫
情促使台湾提出重返世卫要求，并获得美、日、英、澳
等国的支持。有专家指出，将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排

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将不利
于台湾获得疫情资讯和交流
抗疫经验。

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
投入抗疫药物和疫苗的研发
工作。中美两国学者对抗病
毒药物瑞德西韦得出效果不
同的结论。中国推广的中药
连花抗瘟胶囊被瑞典海关捡
测成份不合格禁止进口。由
于目前尚未发现抗疫的特效
药，抗新冠状病毒疫苗的研
发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近
日，川普总统指责中国黑客
盗窃美国疫苗资料。各国都
知道，谁能率先完成疫苗研
究，谁将会掌控抗疫和支配
世界的主动权。

五、难忘的经历与生活
方式的改变

无论是上百万从新冠肺炎死里逃生的康复患者，
或是日夜辛劳苦战抗疫一线的医务和各界救灾人员，或
是数亿计居家隔离的普通民众，他们经历了对瘟疫的恐
惧、失去亲人的痛苦、救死扶伤的勇气和信心、隔离在
家的孤独寂寞、失去工作的无奈和战胜疫情的期盼，等
等不同的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人生最难以忘怀
的经历。外出带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是各国控制疫情的
基本措施，虽然大多数国家并非强制执行，但这也使得
民众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生活习惯。居家工作和学校网上
授课成为各国在疫情流行期间的特点。这种生活方式或
可因瘟疫难以迅速根除成为一种常态。

六、社会矛盾的加剧
世界各国的民众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对封城抗

疫、救灾措施和复工挽救经济产生不同看法与矛盾。强
制执行和自觉遵守各种抗疫救灾规定出现在不同体制的
国家里。在民主国家里，可见为生存要求早日复工的上
街游行或公开批评政府的言论，虽然他们的做法并非受
到所有民众的支持。不同党派之间因疫情防控工作互相
批评和指责。疫情也将影响未来官员的竞选。在专制集
权国家里，因揭露疫情、问责官员和要求体制变革的民
众被监禁或被封杀。一本反映疫情的日记引来民众的分
裂，支持和反对者在网络上和微信群内展开论战。疫情
让企业商家倒闭或栽员，失业人员的爆增也加剧了社会
矛盾的激化。

七、发展中国家的抗疫问题
目前疫情正在亚非地区蔓延，其中一些国家由于

经济落后、医疗资源短缺和存在着债务危机，使它们
无法对付凶险的瘟疫。这些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减轻其债
务和实施人道救援。最近在G20会议上，发达国家作出
承诺，免除债务利息。中国虽同意此协议，但要求免息
不包括优惠贷款。这些国家中很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投资建设的国家。据报道，中国在几十个国家的投资约
4000亿美元，兴建上百个项目。中国发放优惠贷款，成
为许多国家最大的债主。中国拒免优惠贷款利息的举措
加剧了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并且不利于全球的抗
疫。疫情发展不但使建设工程停产、中国国企公司和银
行陷入逆境，也使一带一路计划进入困局。

八、抗疫的持久性
按目前新冠肺炎流行趋势、无症状患者的广泛存

在、新冠状病毒出现多种变异，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
开发之前，人类应当作好长期抗疫的准备。另据研究显
示，新冠病毒除损害肺功能外，还侵犯人体的多个系
统和脏器，可能引起广泛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因此，新
冠肺炎带给世界的改变将会是长期和持续的。所以世界
各国加强合作、互相支援、共同努力抗击疫情是当务之
急。应当相信，在科技高度发达进步的21世纪，人类定
能战胜新冠病毒。如同当年消灭鼠疫、天花和霍乱三大
烈性传染病一样，人类会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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