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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是全球卫生治理最优选择 

 

随着通讯交通等技术不断进步，全球化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加，跨国经贸、旅

行、学习等活动变得日益便利频繁，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全球卫生治

理成为全球治理中重要领域，以传染病治理尤为紧迫和突出。全球每年死亡人口

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传染病，艾滋病等威胁长期存在，有些突发性传染病防不胜防，

提升全球卫生治理能力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  

全球卫生治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治理赤字问题。人类历史上不乏各类公共卫

生事件，乃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创并改写着人类历史。面对肆虐的传染病，没有一

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全球卫生治理的对象是危及人们生命健康安全、经济社会

有序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公共卫生问题，治理对象具有跨国界性、传染性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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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高等特性，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议题领域。然而，即使是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也存在众多公共卫生治理薄弱环节，例如美国公共卫生医疗部门经费紧张的问题

长期存在，州和县一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很难应对突发性疫情。加

之有些传染病早期判断困难、病因不明和临床经验欠缺等属性，治理赤字问题更

为严峻。除了硬件基础设施上短缺、技术水平低、人员配备不足等治理赤字形成

的物质层面因素，世界各国在心理和认知层面治理意识也有待提高，例如国际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 PHEIC），

重点并非是对疫区进行划定，而是疫情达到一定严峻程度，呼吁国际社会协调行

动、一致应对。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来自世界卫生组

织及日本、德国等诸多国家的友情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紧张和疫情治

理科研攻坚克难的局面，充分体现了许多国家和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全球卫生治

理事务的诚意。譬如，曾在 2003 年参与抗击 SARS 疫情的德国病毒专家再次来到

中国，参与到一线科研中，与中国科学家一同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来

自日本的口罩等援助物资带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关切送抵抗疫一线。目

前，有 170 多个国家和 40 多个国际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表示了慰问与支持。

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同舟共济，这也正是全球卫生治理的

核心精神之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看到了其作为负责任大国

的担当。早期，中国迅速甄别病原体，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主动分享病毒基因

序列，为疫苗和有效药物研发奠定基础。在信息通报方面保持公开透明态度，在

疫情控制方面雷厉风行，在疫情应对方面谋求国际合作，努力维护本国、区域和

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安全。世卫组织总干事多次称赞中国为疫情治理做出的重大

牺牲和重要贡献，以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为世界争取了更多时间，

减缓了传播速度。当然，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全球卫生治理，积极为全球卫生事业

做出贡献。例如，2014 年援助西非治理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派遣医疗团队帮助

健全当地卫生系统；向世卫组织等相关基金提供捐助，协助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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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疟疾；向东南亚儿童提供价格低廉、新近研制并符合世卫标准的乙型脑炎疫苗；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提取青蒿素，为疟疾治疗做出巨大贡献等等。中国为

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表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在未来的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可预见还会有很多未知传染病等卫生风险再次

威胁人类安全，还有很多难题有待世界各国政府、科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去攻坚克

难、贡献力量。全球卫生治理亟需各国通力合作，增进理解、摒弃成见，因为面

对不可知的卫生安全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从这个角度观察，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既是空前挑战，也是重要“机会窗口”。各国开始逐步认识到，

需要迫切提高该领域全球治理能力，提高合作意识、增强应急管理和风险防范能

力，缓解治理赤字。袖手旁观并非理性行为，通力合作才是最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