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7 国际国际2022年 5月 19日 星期四

!"#$%&'()*+,-./012345678&9:;<=>?&@ABCDE
F+$GHI&,J;KLMN&OLBCDPQ4BRST-NU+VWWXYZ[VM+V\
\]^_?`abc+Vddefgh]i&jOk=lmno4

!"#$%&'()*

+,-./0#

!"12 !34!

pqrstugRST-NUvwxy

!"#$ %&'()*+

!" #$%&'()*+,-+. //01234
56789:;<:=>?@AB%CDEFGHI
JKL;

MNOPQRSTUVWXYZ[4%\]E^#_
`abcKLd_e%fg%#__̀ abcKLS#̀ ha
bcijKLk#ell)*+>mnd_dd"oJE
pqrs%btuvKLwxtuv>?%yz{|>
?AB}~!"[4#$;

%&'1234()*+,-./0%!"%)*+
I123-45qr0%6\-G3G7Z0S82-G3
G9:0S;<-G3G=>0S?@-G3GAB0SCD

-G3GPE0%FG()34-HIJ40;
tuv>?PEKL%M4NOPjQRSTP

U;!"#Vd$%)*WXYZ[/_\d]%Y~^_`a
bG%P%Gc34duYefghiDp+=pj
kl;

bmn"wxiDop;q"r%)*+st2
3-ix@Du"dovc0%Gc@D34-T[w
x0-yzw{0-h|w}0%g}NO~[S!-VW
"rM#S$%:&'0(XGHIJKL)*P[;

L+%,%&'-txp=.|/0%&'12]
3+C45767%89`(34%FG:;-&'i
D0<=>?;

,-./ 0123456

@+ABCC%@*DEFG%HIJK=L0M
NO8P&BDEBllGRvr%QRwS%)*+
TUVWXY@ZP%[\$]=^[S1;

>_`abc!d%XY@SeKf^[4g%&
J@O#hi-jk0%lcmJ@nYQof;d_d#
">p6B%XY@qr[\vs/t__{I%̂ [Qt
/#\uva%@O#h7wQtxyd__va;

z@{S+%Ln|J4;)*+Yph}z@
gh~LnYQ!B="#"c%z@^[S."J$
Xz@@4gSe%&%)r);=LnD0:'(
r)4y*;

ME@<^g>h+,%-c./-0+1'z@2
2?03-45)*!67z@089:[6;<=>ll
5?G@GY@%)*+AB."'@fn%CDnGH
b-TC00-D"00X%E'=h}z@FG@;

WH%)*+IMNL@OJ%KCOJLM%s
"L@O#[N@OOJ%PQ825RSL@Of

SLTH@O%ZUq>|RNVW/\tvX%UqSL
Yz d\t̀ a%ZLn[\-]^_0;d_d#"%)*+
2&L@`a(n{rbkcQtWdt_[a;

7889:; <=<>?@A

defgha=@Ri%CDjk)*;q"r%
lEVW)mn+opDqrs-t`uv0%.?-{
{=>0vc;wersx9yz{|xj~EZ%}
~!~n+haf89%"7#$-%&'0;

DrgE7(%)mn+r)*g-u+n#2
,0ha/0%-F>?./01Sha2aSTC89
uJ3 d#e|4n,56%-L200-7780-9.
:0X;'89G<st{&;

D=>VW-!?@g0;'ACcg%g>Qc
OB.C!-S.C=;'Dyz-!?@g0ME
F%"7nr{iGn+=-HIJK;<L0%&
';MMEFP d_d#"`@opcx%hN-=>@
gS{{=>SnTO(S1O&'Sr#`P0uJ_
QS;

q"r%)*+6Rmn"STUk356SkV
jvSkKjWDxcX2\r%Dx(56\r%Z
mniYZsnT-[\0;

■深度观察R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张远南

第二届越南银行卡日活动日前

在首都河内举行，数十家金融机构

和上百家企业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

现场活动，让民众体验多种非接触

式支付服务。近年来，越南移动支

付发展迅速，应用场景不断扩大，移

动 支 付 市 场 市 值 增 长 率 超 过

150%。移动支付平台等数字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促进了越南数字

经济的发展。

黎文进是越南谅山省的瓜农，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种瓜难、卖

瓜 更 难 ”的 难 题 一 直 令 他 十 分 头

疼。不久前，在越南信息传媒部派

驻的数字技术团队帮助下，他申请

到无息小额贷款，引入新品种瓜苗，

并将西瓜通过电商直播带货等形式

进行销售。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

他实现了扩大瓜棚的愿望。

据不完全统计，越南平均每月

有超过 250 万场直播带货活动，约 5
万家企业参与其中。为带动农户致

富，越南信息传媒部搭建数字化转

型助农平台，通过向广南、安沛和谅

山等省派驻近 2300 个技术团队，帮

助当地数字化转型。仅在谅山省，

目前已累计培训近 13 万农户，帮助

12 万农户建立了电商账号，覆盖近

1.5 万种农产品。

电商直播带货的兴起，是越南

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

示 ，目 前 越 南 数 字 经 济 总 量 约 为

210 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5%，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

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越南已将数字经济、数字政府

和数字社会作为建设数字化国家的

三大支柱。2021 年 9 月成立了国家

数字化转型委员会，统筹推进数字

经济等领域发展。根据越南制定的

“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国家发展战略”，2022 年数字经济

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5%，使用数字化平台的中小企

业比例将提升至 30%，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将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20%。

为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和个人参与数字经济，越南出

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例如，为本国从事数字经济和相关

软件研发的初创企业，优先提供办公场地和减免税收租

金 。 越 南 还 将 数 字 经 济 列 为 外 资 优 先 投 资 领 域 。 仅

2021 年上半年，越南初创型数字经济企业就获得 13.7 亿

美元投资，超过以往全年投资额。越南还力争到 2022
年底，将智能手机用户占比从目前的 75%提高到 80%，

接入宽带的家庭占比扩大至 70%，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基

础设施。 （本报河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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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卫 生 组 织 近 日 强
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是“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并多次敦促各国政府在
防疫方面仍需保持足够警惕
和充分准备。事实证明，西
方一些国家的“躺平”防疫消
灭不了疫情，还会让全球民
众健康处于巨大安全风险之
中，给全球抗疫进程和经济
社会秩序恢复带来严重负面
影响。

近期，美欧一些国家相继采取“与病毒共

存”政策，仅保留部分基本防疫措施。从相关

数据看，绝大多数采取“躺平”防疫的国家都付

出了沉重代价，确诊病例数量再次激增，死亡

病例攀升，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经济社会

生活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

多国疫情再次呈现反弹趋势

美国从今年 2 月起逐步放松防疫措施，各

州陆续取消“口罩令”，很多州开始关闭新冠病

毒检测点，航空公司也已不再要求乘客戴口

罩，美国国会迟迟不批准联邦政府抗疫所需的

补充经费。然而，这种“躺平”措施未能奏效，

疫情近期在美国再次呈现反弹趋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 5 月 18 日上午，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超过 100 万例。《纽约时报》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5 月 16 日的一周，美国日均新增确诊

病例 9.5 万例，过去两周上升了 57%。住院患

者在过去两周上升了 26%。纽约州大部分县

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区域。由于政府

削减了新冠病毒检测力度和相关补贴，许多民

众只能在家自行检测，专家认为，这让美国真

实确诊数据被严重低估。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随着确诊病例

上升，美国夏季“可能迎来病例激增潮”。《纽约

时报》报道说，由于社区传播居高不下、第五波

疫情住院患者人数上升，纽约市卫生官员 5 月

16 日又不得不强烈建议市民在办公室、商店

等公共室内场所佩戴医用口罩，但仍然没有强

制要求这么做。此前，纽约市和美国许多城市

一样放松了“口罩令”。

法国、德国近期也陆续取消了大部分防疫

限制措施，不再强制要求民众在绝大部分室内

场所戴口罩。5 月 16 日起，法国不再强制要求

民众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

截至 5 月 16 日，法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4.7 万例，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2918 万例，

相当于每 3 个法国人中就有 1 个感染过新冠病

毒。过去 7 天法国单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在

2.3 万例左右，依然高位运行。根据法国 BFM⁃
TV 报道，防疫措施放松后，随之而来的是感染

人数、住院人数和死亡病例的增加，表明疫情

形势依然严峻。法国住院人数在解禁 7 天内

增加了 8%，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在放松防疫措施后，德国单日死亡病例迅

速翻番，4 月上旬一度突破每日 600 例，当前仍

居全球前五。由于疫情蔓延，德国六成医院不

得不推迟预定的常规手术。截至本月初，德国

疫情各项数据仍处于高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仍在 10 万例以上。

给民众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危害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日前刊登评论文章

指出，一些国家现在正在放弃尽可能减少新冠

病毒传播的目标，但有证据表明，“‘清零’政策

是最好的选择”。文章作者、英国作家迈克尔·
马歇尔表示，从降低病亡率到促进经济增长，

执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在每一项指标上都做

得更好”。“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实施‘清零’政

策，人类将会处于一个更好的境地。”

马歇尔表示，“清零”政策最明显的好处是

病亡人数大大减少。同时，造成的经济损害也

较小。“当病毒几乎不存在时，人们有信心走出

家门，这样经济就可以充分地重新开放。”他

说，202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放任病毒传

播的国家，严格防疫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快。

事实上，“躺平”防疫只会给各国的经济社会、

民众健康以及全球抗疫事业带来巨大危害，

“新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相继出现，将继

续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

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表示，新冠病毒的

变异比预想更快、更广泛得多。世卫组织紧

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表

示，感染病例越多，新冠病毒变异的机会也就

越多。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份新的研究报告

显示，美国平均预期寿命降至 76.6 岁，疫情发

生以来的两年间，这一数据分别下降 1.87 岁、

0.39 岁。同时，疫情还导致失去父母或主要看

护人的“疫情孤儿”大量出现。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报道说，美国目前大约有 25 万名“疫情孤

儿”，“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一代儿童面临严重心

理障碍”。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

济 2022 年第一季度萎缩 1.4%；法国国家统计

局发布数据显示，法国前 3 个月经济陷入停

滞，经济增长为零；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德国经济环比仅增

长 0.2%。

专家呼吁加强疫情防控

多国专家呼吁，疫情远未结束，“躺平”防

疫不可取。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

卫生学院研究员埃里克·托纳说：“过快放松所

有保护措施是个错误。”他呼吁民众仍需谨慎，

“佩戴口罩等措施仍有意义”。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

东尼·福奇说，疫情“无论如何都没有结束”，美

国仍在经历大流行，不太可能消除新冠肺炎疫

情，仍应努力控制病毒；群体免疫遥不可及，

“很难真正获得强大的群体免疫”。福奇预测，

美国可能在今年秋季迎来新一波疫情高峰。

《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仅 34%民众认为疫情

已完全得到控制，多数民众认为至少需要 1 年

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生活，20%民众认为永远无

法回到从前。

法国科学委员会病毒学家布鲁诺·莉娜表

示，法国仍面临着由新病毒变种驱动的疫情反

弹威胁。“我们不能说疫情已经结束了，法国的

公共卫生状况仍然十分脆弱。多地的发病率

已经在上升，医疗部门仍面临巨大挑战。”莉娜

表示，政府和民众对潜在的新变种都不能放松

警惕，应适时制定和实行相应的防疫政策。

瑞士日内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安

托万·弗拉霍特指出，不应轻易放弃防疫限制

和措施，放弃则意味着风险，尤其是对脆弱人

群而言。他表示，新冠肺炎不能和流感画等

号，流感无法在法国造成每天 100 到 300 人死

亡，也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病人连续几个月在

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医学界目前对新

冠肺炎的后遗症还缺乏了解，未来是否会出现

更危险的病毒变体仍未可知。

德国联邦医师协会主席克劳斯·莱因哈

特直言，放松防控措施向社会释放了错误的

信号。柏林洪堡大学学者迪尔克·布罗克曼

说，“在过去两年中，无数的研究都证明了戴

口 罩 等 防 疫 措 施 可 以 有 效 遏 制 疫 情 的 传

播”。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表示，“新冠肺

炎不是流感”，目前已有迹象表明奥密克戎毒

株仍在进化，出现下一波疫情将是意料之中

的事。

“想想看，如果在 2020 年初，每个国家都

能够采取‘清零’政策，将会发生什么。无可

争 议 的 是 ，全 球 死 亡 人 数 将 会 低 得 多 ，经 济

损失也会减少……最重要的是，新冠病毒可

能没有机会进化。”马歇尔说，从疫情开始，

英 国 等 一 些 国 家 政 府 放 任 病 毒 以“可 控 ”方

式在人群中传播，“两年过去了，我们知道这

是错误的”。

（本报华盛顿、巴黎、柏林 5月 18日电）

过早放松疫情防控导致确诊病例激增

多国经济社会秩序遭受冲击
本报记者 李志伟 刘玲玲 花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