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加强防疫合作的意义、
问题与路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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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冠疫情的超预期危害背景下，中日加强防疫合作具有紧迫性，同时也

有利于拓展构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实践操作空间。尽管中日防疫合作具有一定的

制度和实践基础，但更暴露出中日防疫合作过程中在疫情信息、多边合作、社会管理等多

方面的理念差异和互信缺失，这是造成中日合作无法持续和深入的主要症结。当前，加

强中日防疫合作的前提除了总结已有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出双方各自在防疫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并从现实合作和可行性的角度，列出一项负面清单，启动消除上述清

单的实施机制，为加强合作效果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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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日加强防疫合作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基

于非传统安全合 作 的 视 角，在 分 析 中 日 防 疫 合 作 多 重 意 义 基 础 上，剖 析

中日当前防 疫 合 作 的 现 状 与 问 题，进 而 探 索 中 日 加 强 防 疫 合 作 的 现 实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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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涉领域来看，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事发突然、未知

性大、波及范围广，涉及个人、组织以及国家，甚至可能造成巨大 经 济 冲

击、社会失序 乃 至 国 家 安 全，是 一 个 较 为 典 型 的 跨 领 域 综 合 安 全 问 题。

按照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分析框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涉对象自然不

像传统安全问题 那 样 仅 为 国 家，而 是 包 括 国 家 和 个 人，首 要 的 保 护 对 象

是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利益，国家作为维护个体生命安全的行为主体而存

在；威胁来源除了疫情暴发、传播这一源发性威胁以外，更是囊括了可能

的经济危机、社会 失 序 甚 至 是 国 家 政 权 安 全；维 护 方 式 上 不 同 于 传 统 安

全问题中的威慑、均势、战争、谈判等方式，而是更多诉诸于医疗救助、社

会管理、经济调控以及国内外合作等方式。

　　一、中日加强防疫合作的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跨越国界，波及范围广，特别

是对于中日来说，疫情是两国共同威胁，损害的是中日共同的安全利益，

需要中日通力合作，共克难关。疫情的发生也促使我们从非传统安全视

角反思中日安全 关 系，为 中 日 构 建 建 设 性 安 全 关 系 拓 展 现 实 操 作 空 间，

即通过防疫合作加强双边积极的安全互动。

（一）新冠疫情的超预期危害显示中日加强防疫合作具有紧迫性

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的暴发及在全球的传播

给中国、日本以及全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增强了中日加强防疫合作的紧迫性。新冠肺炎的暴发除了反映了国

际安全实践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更显示

出非传统安全威 胁 的 波 及 性、危 害 性 都 在 显 著 增 大，甚 至 超 过 了 传 统 安

全威胁。单靠一个国家主体已经无法抵御如此危害巨大的疫情，中日加

强防疫合作具有紧迫性，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频暴发。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

报告显示，疾病暴发的频率一直在稳步上升。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之间，记

录了１２０１２例暴发，包括４４００万例个人病例，并影响了世界上每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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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每月追踪７０００个潜在暴发新信号，进行３００次跟进，３０次

调查和１０次全面风险评估。２０１８年６月，世卫组织“优先疾病”清单中

的八类疾病 中 有 六 种 暴 发，这 是 有 史 以 来 第 一 次。如 果 有 任 何 广 泛 传

播，它将有可能杀死数千人并造成重大的全球破坏。其实早在２０１８年，

世卫组织就将“疾病Ｘ”列入其清单，以使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目前

无法传播给人类或传播效率低下的疾病所造成的大流行风险上。①

第二，世界互联互通水平的高速发展。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大大超

出预期，其中的重 要 诱 因 在 于 当 前 全 球 旅 游、贸 易 等 互 联 互 通 水 平 的 极

大提高，这意味着一次疫情可以在不到３６小时内从一个偏远的村庄转移

到世界各地的城 市。② 麦 肯 锡 研 究 院 的 数 据 显 示，中 国 现 已 成 为 全 球 第

一大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留学生总计６０．８４万人，为２０００年的１６倍；

２０１８年中 国 出 境 游 达 到 近１．５亿 人 次，为２０００年 的１４倍，居 全 球 之

首。③ 疫情之前中日两国人员往来达到１２００万人次，每周直飞的航班超

过１０００班④，这也显示出中日加强防疫合作的必要性。

第三，全球、区域 及 各 国 经 济 受 到 极 大 冲 击。２００３年 暴 发 的ＳＡＲＳ

感染了大约８，０００人，造成７７４人死亡，估计给全球经济造成５００亿美元

的损失。⑤ 而由于互联互通水平的迅猛发展，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带来的 经

济损失将远远超过２００３年，并且是全方位的。世界银行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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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新冠疫情时期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２０２０年４月期世界银行东

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预测，２０２０年在基线情景下，东亚地区发展

中经济体增速将从２０１９年估计的５．８％放慢至２．１％，在悲观情景下降

至负０．５％；中国增速将从２０１９年的６．１％降至２．３％，在悲观情景下降

至０．１％。报告估计在基线增长情景下，东亚地区的脱贫人口将会比不

发生大流行的情况下减少２４００万人。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悲观情

景占上风，据估计贫困人口反而将会增加约１１００万人。①

日本经济也因疫情加速进入衰退期。据日经中心调查数据，多数经

济学家认为本轮日本的经济景气周期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疫情暴发前日本 已 处 经 济 下 行 风 险 加 大 的 危 险 期。② 消 费 税 提 高、疫 情

扩散、奥运延期三 重 效 应 叠 加，使 日 本 经 济 加 速 进 入 衰 退 期。据 日 本 银

行３月 的 短 期 经 济 观 测 调 查 数 据，大 型 制 造 业 的 商 业 景 况 指 数 预 计 为

－１０，７年来 首 次 降 至 负 值③；日 本 商 工 会 议 所３月１３－１９日 的 调 查 显

示，中小企业的商业信心指数也大幅恶化，比２月份下降１４．６％，是２０１１

年６月以来的最低水平④；奥运延期可能带给日本高达７０００亿日元的损

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长期来看日本的ＧＤＰ可能会下

降２％。⑤

３月２６日的月度经济形势阁僚会上⑥，日本政府认为受新冠疫情影

响，经济已经陷入严峻状况，自２０１３年７月以来首次不再使用“复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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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描述日本经济发展态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的民间

智库和企业认为 经 济 已 经 进 入 衰 退 期①。面 对 这 一 局 面，安 倍 内 阁 决 定

采取有史以来高达５６万亿日元最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约占日本ＧＤＰ

的１０％，通过今年４月、秋季和冬季三次补充预算案形式实施，以消除市

场和公众担忧。即 便 如 此，由 于 疫 情 冲 击 对 经 济 信 心 的 打 击，叠 加 日 本

的少子老龄化等固有负担，日本可能较难恢复到过去一个景气周期的发

展速度。

（二）为构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拓展现实操作空间

从政策宣示层面 看，推 动 中 日 构 建 建 设 性 安 全 关 系，已 成 为 中 日 两

国政府的共识②；但从现状和实际操作层面看，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构

建面临实践路径与操作流程的供给不足③。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这一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为我们探讨弥补上述两项不足带来了重大启示，为我

们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探讨通过防疫合作构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提供

了重要契机。

从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看，中日安全关系是一组处于不断互动和建

构过程中的安全复合体。其 格 局 既 非 由 中 日 两 国 的 客 观 实 力 对 比 所 决

定，也并不完全由 两 国 政 府 的 主 观 政 策 宣 示 所 囊 括，而 是 两 国 的 安 全 相

关行为主体通过“言语－行为”建构的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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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気判断「回復」を削除　３月月例、６年９カ月ぶり新型コロナ追い打ち、アベノミクス

途切れ』、「日経新聞」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朝刊経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日首脑会谈中确认 了 关 于 构 建 中 日 建 设 性 安 全 关 系 的 共 识。关 于 中 日

建设性安全关系的酝酿过程 及 内 涵，参 见 张 晓 磊：《中 日 构 建 建 设 性 安 全 关 系 探 析》，《和

平与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６月和１０月，笔者赴日进行两次调研，就建设性安全关系与日本学界、智库、政治

家和官僚（比如明治大学的伊藤刚教授、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各位研究人员、政策 研

究大学院的道下德成副 校 长、前 外 务 副 大 臣 山 口 壮、参 议 员 武 见 敬 三 等）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同时也通过座谈了解到了一 些 日 本 外 交 官 的 态 度 和 想 法，总 体 的 感 觉 是 日 方 对 建 设

性安全关系依然存在很大的困惑，主要表现在对如何落实建设性安全关系以及中方的具

体想法是什么存有疑问。这一感性认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说明在中日安全关系 的 研

究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安 全 理 论 的 供 给 和 现 实 需 求 之 间 的 确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落

差，而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其中一个主要出发点。



认识过程，归根结 底 是 中 日 安 全 实 践 建 构 了 中 日 安 全 关 系，这 证 明 中 日

安全关系具有可 塑 性，与 双 方 相 关 行 为 主 体 的 主 观 努 力 密 不 可 分，这 种

对中日安全关系的 解 释 逻 辑 和 框 架 可 以 为 中 日 构 建 建 设 性 安 全 关 系 提

供理论支撑。中日 安 全 关 系 是 一 种 综 合 性 的、集 合 性 的 安 全 关 系，涉 及

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环境等各个领域。

“最令人注目的 是 特 定 的 危 机 事 件，不 仅 使 得 其 自 身 成 为 了 研 究 的

对象，而且在更广泛的战略层面改变了原有的理解、关系和实践。”①布赞

给出的例子是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９．１１”恐怖袭击，而就中日安全

关系而言，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而渐次发生的２０１０年撞船事件、２０１２年

日本“购岛闹剧”等系列事件，则既构成了中日安全关系在２１世纪第二个

十年的时间线，同时也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②，而近十年关于钓鱼

岛的学术研 究 也 逐 步 从 过 去 的 对 事 件 本 身 的 历 史 背 景、性 质、动 因、进

展、影响等维度过渡到如何处理、解决或者管理钓鱼岛问题的层面，研究

方法也从起初的国际关系、历史学、国际法、法理学等扩展到战 略 学、博

弈理论、环境等多 学 科，某 种 程 度 上 是 钓 鱼 岛 主 权 争 端 促 进 了 中 日 安 全

关系在国际 安 全 理 论 层 面 的 不 断 积 累 和 演 进。据 此，我 们 得 出 的 启 示

是，中日安全关系研究的推进与中日安全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

因果关系。

　　二、中日防疫合作的主要问题

　　以此次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为主要案例文本，可以发现中日防疫合作

具有一定的制度和实践基础；同时更暴露出中日防疫合作过程中在疫情

信息、多边合作、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理念差异和互信缺失，这是造成中

日防疫合作无法持续和深入的主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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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比如在中国知网以钓鱼岛为关键词搜索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的文献为１１０篇，而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文献则多达１２０６篇。



（一）中日防疫合作具有一定的制度和实践基础。

早在２００６年中日ＣＤＣ（中国疾控中心与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之

间就签订了《合作备忘录》①，合作内容涵盖传染病共同研究、合办国际会

议、人才培养和信息共享等。２００７年在北京举办了中日韩第一届传染病

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到２０１８年底中日韩已经举办了１２届国际论坛②。

疫情发生以来，两国政府的表态都非常积极。中日ＣＤＣ之间也保持

了一定频率的电话 会 议 以 沟 通 疫 情 信 息，比 如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中 日

ＣＤＣ之间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③，主要就两国的疫情进展以及相关信息

进行了相互沟通和通报，其中涉及比较多的细节，如具体的感染路径、防

疫措施、对策持续性、医务人员感染情况、治疗方案及疗效、检测 试 剂 标

准、“钻石公主”号游轮的疫情传播路径等，虽然仅仅半小时的会议时间，

但信息量比较丰富，相信对双方做好之后的防疫工作都提供了很有效的

帮助。此前，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中方还通过驻日本使馆向日本捐赠了一

批ＰＣＲ实时监测试剂盒。④

武汉暴发疫情初期，在来自全球各地、对华施以援手的各方中，反应

最快的是日本。１月２５日凌晨，伊藤洋华堂通过川航东京－成都航班，

将１００万只口罩运抵成都。日本各级自治体也纷纷向结为友好城市的中

国地方提供了“对口支援”。１月３１日，日本东京晴空塔点亮红色和蓝色

灯光，声援中国。３月份当日本疫情暴发之时，中国地方和民间反过来给

日方大量援助。日本爱知县丰川市曾于２月初向友好城市中国江苏省无

锡市新吴区捐赠了４５００只口罩及防护服等抗疫防护物资。得知丰川市

因疫情发展口罩库存严重不足的消息后，新吴区３月２４日紧急筹措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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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と中国疾 病 対 策 予 防 セ ン タ－（中 国ＣＤＣ）と の 感 染 症 協 力 に 関 す

る覚書の締結について」、平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国際協力室。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ｔｈ，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ｏｏｍ（Ｒｏｏｍ８，９）ｉｎ　Ｔｏｋｙｏ．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して日中電話会議を実施しました」、国立感染症研究

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ｉｄ．ｇｏ．ｊｐ／ｎｉｉｄ／ｊ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ｔｍｌ．
「海外から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検査に要する試薬等の提供がありました」、国立感染

症研究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ｉｄ．ｇｏ．ｊｐ／ｎｉｉｄ／ｊ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ｔｍｌ．



只口罩捐赠丰川市。

（二）中日防疫合作的主要干扰因素

为从认知和理念层面深刻剖析干扰中日防疫合作的主要问题，我们

选取整个防疫过程中日本对华舆论的认知变化作为研究视角，以便从发

展阶段和变化过程等动态视野综合把握。

随着疫情在东亚以及全球扩散，日本国内对华舆论中的积极因素慢

慢减少，消极因素 不 断 上 升；关 注 视 角 从 单 纯 的 疫 情 动 态 扩 展 到 全 球 卫

生治理、经济前景和产业链布局、国际秩序走向、中美竞争态势，甚 至 社

会制度和文 化 优 劣；价 值 取 向 从 以 人 道 主 义 关 怀 为 主 转 变 为 掺 杂 炒 作

“疫情中国责任论”“疫情中国威胁论”。

１、疫情在中国国内扩散阶段

从发展过程来看，当 疫 情 主 要 在 中 国 国 内 扩 散 时，日 本 国 内 对 华 舆

论总体呈现积极姿态。主流舆论一方面表达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密切关

注疫情对 中 国 经 济 进 而 给 亚 洲 乃 至 世 界 经 济 带 来 的 深 远 影 响。比 如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日经新闻》社论对因疫情而造成首脑访问延后表示理

解，认为中日应就 如 何 进 行 防 疫 合 作 加 强 协 调，同 时 注 意 减 轻 给 日 中 经

贸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①

这一时期的消极舆论开始出现两种批评声音，一是攻击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世界卫生 组 织 在 中 国 压 力 下 延 缓 宣 布 全 球 进 入 疫 情 紧 急 事 态。

二是攻击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批评因中国所谓“言论管制”造成疫情信息

延迟公开，进而加速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

２、疫情在全球蔓延阶段

在疫情逐步蔓延到东亚进而扩散到全球后，日本国内对华舆论中的

消极趋向明显上 升，批 评 声 音 逐 步 增 多，上 述 两 种 言 论 与 美 国 媒 体 的 攻

击中国舆论合流、发酵，逐步上升到从产业链布局、国际秩序主 导 权、社

会制度和价值观优劣等层面夸大中国威胁、抹黑中国，要求中国道歉、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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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説］習主席の国賓来日延期で重要な善後策、「日経新聞」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夕刊。



偿和负责的非理性声音。一是炒作国际组织“中国化”，敦促世界卫生组

织尽快改革。比如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日本《产经新闻》社论认为中国不遵

守国际规则，没有资格派员担任国际组织领导人①，３月１４日《读卖新闻》

社论认为中国不应滥用国际组织扩大自身利益，３月２９日《日经新闻》社

论认为应该警惕国际组织“中国化”，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渗透战略会大大

降低国际组织公信力②，４月２２日《日经新闻》社编委饭野克彦发表评论

文章，认为疫情过 后 应 该 对 世 卫 组 织 负 责 人 的 遴 选 程 序、机 构 的 管 理 及

运作机制进行改革等。③ 二是夸大产业链过度依赖中国带来高风险。比

如日本经产省原中部经济产业局长细川昌彦２月２０日和４月１０日 在

《日经商业》杂志发 表 文 章④罗 列 疫 情 发 生 后 半 导 体、医 疗 等 方 面 的 中 国

产业链给日本带来的若干风险，并提出若干对冲策略。三是自动站队美

西方，将防控疫情中的国际协调变质为社会制度、国际秩序、价值观和文

明之争。比如秋田浩之３月１７日、４月１１日、４月２３日连续在《日经新

闻》上发表评论文章，认 为 中 国 不 应 在 国 际 舆 论 上 将 自 己 由“纵 火 者”塑

造为“消防员”，疫 情 后 中 国 的 国 际 公 信 力 和 国 际 形 象 将 受 到 巨 大 打 击，

日本应该战胜疫情 以 证 明 自 由 民 主 的 社 会 制 度 和 价 值 观 要 比 强 权 治 理

模式更为 优 越 等。日 本 和 平 安 全 保 障 研 究 所 理 事 长 西 原 正 在 日 本《正

论》杂志发文认为⑤，疫 情 影 响 了 日 美 同 盟 的 战 斗 力，面 对 日 益 恶 化 的 中

美关系，日本应站在 欧 美 自 由 主 义 阵 营 批 判 中 国 的“口 罩 外 交”，选 择 邀

８２１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③

④

⑤

「国際機関　中国の専横にストップ を」、「産 経 新 聞」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ｃｏｌｕｍ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３１２／ｃｌｍ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０３－ｎ１．ｈｔｍｌ．
［社説］国際機関の「中国化」に注意を、「日経新聞」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９日夕刊。

飯野 克彦「主要国の板挟みに揺れるＷＨＯ新型コロナが迫る改革」、「日経新聞」２０２０年

４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ＧＸＭＺＯ５８３１８３００Ｒ２０Ｃ２０Ａ４ＴＣＲ０００／．
細川 昌彦「新型コロナで日本を襲う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危機、中国リスクとは？」、２月２０
日、「日経 ビ ジ ネ ス」。ｈｔｔｐ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ｔｃ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９／００１３３／０００３０／．「半

導体、アビガン……新型コロナ 経 済 対 策 の 裏 で 安 全 保 障 の 米 中 激 突」、４月１０日。ｈｔ－
ｔｐ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ａｔｃ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９／００１３３／０００３３／？Ｐ＝３．
西原正「武漢ウイルスは安全保障問題だ」、『正論』、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ｆ／ｓｅｉｒ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２００４１５／０００１．ｈｔｍｌ．



请习主席访日并非明智选项。四是要求中国道歉、赔偿和负责的极端言

论。《读卖新闻》中国总局长竹内诚一郎４月１２日发文抹黑中国政治体

制，认为中国应对疫情全球大暴发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日 美 的 对 华 舆 论 倾 向 存 在 一 定 差 异，美 国 较 为 极 端，

日本则相对理性。比如在对待世卫组织的问题上，美日的政府态度存在

温差，美方表示要 撤 回 捐 款 和 拒 绝 合 作，而 日 方 则 主 张 在 加 快 改 革 的 同

时依然要发挥世卫组织的应有作用。

　 　三、中日加强防疫合作的现实路径

　　当前，加强中 日 防 疫 合 作 的 前 提 除 了 总 结 已 有 的 经 验 之 外，更 重 要

的是找出双方各自在防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并从现实合作和可行

性的角度，列出一项负面清单，启动消除上述清单的实施机制，为加强合

作效果打下良好基础。有学 者 针 对 此 次 疫 情 应 对 从 公 众 报 告 与 防 控 预

案、防控体系建设、应急响应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

现场决策处置能力、舆论引导、“次生灾害”研判与应对、野生动物市场监

管、公民素质与科学素养等方面总结了十大问题。① 实际上，这些问题也

是对全球各国提 出 的 重 大 挑 战，在 疫 情 随 后 全 球 扩 散 的 过 程 中，即 便 是

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欧洲等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

些应对的问题。比 如 日 本 的 检 测 设 施 无 法 满 负 荷 运 转②、初 期 口 罩 供 应

短缺③、因措施缺乏灵活性导致游轮聚集性感染扩大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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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国强、江帆等专家团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网

络版）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３日。
《日本新冠病毒检测能力落后于海外》，日经中文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ｈｔｔｐｓ：／／ｃｎ．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日本称新冠每 天 可 检３８００例，但 实 际 只 有９００》，日 经 中 文 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

ｈｔｔｐｓ：／／ｃｎ．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日本的口罩之忧》，日经中文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ｈｔｔｐｓ：／／ｃｎ．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日本为钻石公主号应对付 出 的 代 价 很 大》，日 经 中 文 网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ｈｔｔｐｓ：／／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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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者Ｓａｒａ　Ｅ．Ｄａｖｉｅｓ总结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卫生治理

的两大路径①，一是主要关注安全的国家主义路径，将卫生措施与外交或

国防政策联系起来；二是重在聚焦个人福利与权利的全球主义路径。实

际上，上述两大路 径 与 非 传 统 安 全 理 论 的 不 同 流 派 有 着 密 切 联 系，国 家

主义观点倾向于 优 先 保 障 国 家 安 全，将 其 视 作 良 好 卫 生 治 理 的 前 提；全

球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应自动获得这种优先级，因为有许多有潜力的治

理体系可能更好地保障个人健康，国家只有在切实改进人民健康时才被

重视。

两种治理路径 各 有 优 劣。国 家 主 义 路 径 通 过 将 卫 生 问 题 呈 现 为 类

似于核扩散的国 家 安 全 威 胁，这 一 特 定 使 其 适 合 解 决 紧 急 危 机，促 进 针

对特定卫生危机 的 预 防 和 控 制 政 策，但 不 太 适 合 解 决 慢 性 健 康 危 机，无

法减轻传染 病 的 潜 在 成 因，随 着 危 机 渡 过，注 意 力 也 容 易 转 移，也 就 是

说，国家主义强调保护和遏制，而非解决根本原因，并且把传染病之外的

公共卫生问题挤出了讨论空间。② 全球主义路径把安全的指涉对象替换

为人，认为如果只通过国家的视角，卫生治理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其主要

强调要重视全球卫生治理中多种行为体的角色。

从卫生治理的两条路径来看，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更适合以国家主

义为主、全球主义 为 辅 的 治 理 路 径，从 中 国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效 果 来

看，中国的防控举措是成功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正如王毅国

务委员所言，中国 为 阻 止 疫 情 全 球 扩 散 展 现 了 担 当，为 携 手 应 对 全 球 挑

战赢得了信任③。而 在 事 前 的 传 染 病 预 防、事 后 的 评 估 和 长 效 治 理 以 及

日常管理的过程中，则需在重点关注人的安全的基础上建设卫生治理体

系，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是需要向日本学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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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取日本之长，反思日本之短。

首先，日本的长 处。从 内 部 来 说，日 本 具 有 先 进 的 公 共 卫 生 治 理 体

系。尽管日本公共 卫 生 系 统 受 到 疫 情 一 定 冲 击，但 相 比 欧 美，日 本 目 前

疫情传播仍处于可控范围，到６月６日止，日本本土确认感染病例１７１１８

人，排在全球第４４位，病死率５．３３％，排在全球第４２位。其有较为成熟

的医疗卫生体系与应急管理机构，人员、物资与技术积累较为雄厚，在防

控疫情上有“先天优势”。

从外部来看，防疫 外 交 的 基 础 是 公 共 卫 生 外 交，日 本 在 这 方 面 具 有

多年的操作经验 和 实 践 积 累，国 际 合 作 中 善 于 设 置 议 题 并 主 导 方 向，国

际协调上多方用力但主次分明，外宣上善用日本软实力。日本早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就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和“人的安全保障”的概念，又在

联合国大力倡导“人的安全保障”的国际合作，并力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在１９９４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的安全的基本原则。因此，日本

在国际上提防疫合作会具有广泛认可度。

比如２０１６年日本在主办Ｇ７峰 会 时 主 导 通 过 了《全 球 卫 生 治 理Ｇ７

构想》，提出要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能；日本还注重

对国际组织具体规则的示范和运用，２００９年开始，日本便开始遵守世界

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事件通报规则，２０１８年开始认可关于ＩＨＲ履行情

况的外部评价。① 近期美国一些企业和个人向中国索赔的理由便是认为

中国没有遵守ＩＨＲ关于２４小时上报的制度，进而给其造成巨额损失。

比如从技术层面 看，药 物 和 疫 苗 是 提 高 疫 情 防 控 效 果 的 关 键，因 此

日本紧紧抓住这一点开展国际协调和合作，在援助方面也是如此。截至

到４月３日已经有３０个国家②希望日本援助抗流感特效药阿比甘，日本

也希望在援助同时与这些国家加强临床试验研究，以进一步研究此药对

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日本政府同时决定２０２０年度将阿比甘的国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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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药量从２００万份提高到６００万份，这意味着日本在为向国际大量出口

和援助此药做充分准备。①

其次，日本的问 题。尽 管 扩 散 速 度 远 远 低 于 欧 美 国 家，疫 情 在 总 体

可控范围内，但疫 情 暴 发 以 来 安 倍 领 导 的 防 疫 工 作 并 未 达 到 国 民 预 期，

也与日本具有的成熟医疗卫生体系与应急管理机构不太相称。

比如日本的检测 设 施 无 法 满 负 荷 运 转，检 查 手 续 过 于 复 杂，民 间 参

与度不够，难以对疑似感染者全面筛检；初期口罩供应短缺、因措施缺乏

灵活性导致游轮聚集性感染扩大；政府虽然设有新冠病毒感染对策专家

会议，但多数为医疗界成员，缺乏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防疫“实战部队”；紧

急事态宣言政策 治 标 不 治 本，并 非 根 本 的 解 决 对 策，北 海 道 和 札 幌 市 政

府就曾时隔一个月后再次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宣言状态等。

实际上日本此次 战 胜 疫 情 的 主 要 手 段 还 是 具 有 国 家 主 义 性 质 的 紧

急事态宣言政策，而 这 恰 恰 是 日 本 的 短 处，也 是 日 本 自 身 需 要 反 思 的 地

方。４月１４日日本ＮＨＫ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紧急事态宣言”发布的

时机，８０．４％认为“太迟”。

安倍政府制定《紧 急 事 态 特 别 措 施 法》的 另 外 一 层 重 要 意 义 在 于 对

地方自治体防疫工作施加政策压力，缓解央地之间政令不畅的现状。日

本实施地方自治的政治体制，地方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并非中央任命，

政策不为中央左 右，这 决 定 了 在 首 相 不 拥 有 紧 急 状 态 宣 布 权 的 情 况 下，

内阁对地方发出的 应 对 疫 情“命 令”仅 具 指 导 意 义。这 很 容 易 造 成 央 地

之间、各地之间政 令 不 一 以 及 疫 情 应 对 的 混 乱。譬 如，北 海 道 就 因 不 满

中央政府防疫工作的低效而于２月２８日自行宣布该道进入“紧急状态”；

随后当安倍要求全国中小学停课时，有的地方政府又因首相不具相应权

限而拒绝执行。

第二，主动设置药 物 研 制 和 疫 苗 开 发 议 题，促 日 认 识 到 中 日 合 作 研

制药物和疫苗更有先天 优 势。日 本 在 防 疫 国 际 协 调 和 合 作 上 非 常 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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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制、疫苗开发、国际临床试验等技术环节，但对象多为发 达 国 家。

我应积极作为，在 中 日 协 调 层 面 主 动 设 置 这 些 议 题，促 日 认 识 到 目 前 在

防治疫情上中国拥有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和医疗救治经验，这些可加快

药物研制、疫苗开 发 和 国 际 临 床 试 验 的 效 率 和 效 果，双 方 应 打 通 这 些 问

题面临的技术和政策障碍，加大数据和经验分享力度，扬长避短、各取所

需，实现双赢。

第三，以中日地方 和 民 间 合 作 促 两 国 中 央 和 官 方 防 疫 合 作 升 级，改

善两国民间关系。目前中日地方和民间的防疫合作积极性很高，气氛融

洽，应利用这 样 的 氛 围 促 进 两 国 中 央 和 官 方 层 面 的 防 疫 合 作 进 一 步 升

级。中日关系本轮 改 善 以 来，出 现 了 官 热 民 冷、经 热 社 冷 的 比 例 失 衡 局

面，像这种以小见 大 的 事 例 非 常 有 助 于 中 日 民 间 关 系 的 改 善，我 们 应 鼓

励中国地方政府、企 业 和 民 间 主 动 作 为，寻 找 能 够 改 善 中 日 民 间 关 系 的

细节和亮点，脚踏实 地 地 做 好“民 相 亲”的 工 作，这 也 是 为 习 近 平 主 席 访

日营造良好的民间氛围。

第四，做好外宣工作，促日改变偏见，以公共卫生治理为试点探讨中

日韩东亚区域治 理 的 新 模 式。客 观 来 看，尽 管 初 期 都 遇 到 了 一 些 问 题，

但对比整个世界 的 防 疫 进 程 来 看，中 日 防 疫 模 式 都 取 得 了 较 好 效 果，两

种模式各有利弊，未来公共卫生治理的最佳模式应该中日模式的相互结

合、取长补短。目前 存 在 的 问 题 在 于，日 本 对 中 国 的 防 疫 模 式 存 在 一 定

偏见，日本是典型 的“大 社 会、小 政 府”，重 视 行 政 指 导、地 方 自 治 和 国 民

的自我管理，中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型的行政管理模式，重视行政效率、

资源集中和社会动员。相关部门应做好关于公共卫生治理的外宣工作，

促日认识到当前加强东亚区域治理的紧迫性，应借公共卫生治理这一良

好契机，创新中日 韩 为 核 心 的 东 亚 区 域 治 理 新 模 式，带 领 全 球 经 济 和 社

会的新一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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