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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orldometer 实时统计数
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13日6时30
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
过 2.7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532
万例。一系列疫情核心指标居高不
下、多国医疗系统再度面临资源紧
张压力、新冠疫苗的保护效力面临
多重考验……近来，随着传播性更
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迅
速扩散，全球疫情防控形势迎来新
一轮严峻挑战。

回顾过去两年时间，全球疫情
一直深陷“恶化—缓和—反弹”的
循环，不断刷新疫情发展曲线峰
值，不同地区和国家相继成为疫情

“震中”。疫情不断反弹，不仅加速
国际局势演变进程，也为全球经济
增长蒙上阴影。联合国旅游机构世
界旅游组织近日称，受疫情影响，
2021年全球旅游业损失将达到2万亿
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10月的 《世界经济展望》 中将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 5.9%，为近
一年来首次下调当年增速预期。

历史上，面对鼠疫、天花、大
流感、埃博拉等传染病，人类无不
是历时多年抗争才彻底战胜病毒。
两年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经验也一再表明：抗疫绝非一蹴而
就，团结合作才有力量。

要团结合作，就必须停止政治
操弄。疫情之下，没有谁能独善其
身，唯有携手抗疫才能拯救世界于
水火。然而，一些国家为了一己私
利，大搞病毒污名化、溯源政治
化、疫苗武器化等政治操弄。种种
倒行逆施，不仅严重破坏全球抗疫
合作大局，更让无数无辜生命沦为
牺牲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
追”，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国际社会理应齐心协力，以科
学态度应对并战胜疫情，共同抵制
任何同团结抗疫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行为。

要团结合作，就必须公平分配
疫苗。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利器。当
前，全球疫苗分配不均、接种不平
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疫苗民族主
义”是制约疫苗公平分配的重要因
素。世卫组织 12 月 9 日提醒，高收
入国家因为担忧奥密克戎毒株蔓
延，可能加大疫苗囤积，导致低收
入国家疫苗供应更为紧张。要破解
疫苗“分配赤字”，就必须尽快实现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努力不
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这既是战胜疫情所需，也是国际
道义所在。

要团结合作，就必须坚持共同发展。疫情给全球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重重危机，饥饿人口总数已达8亿左
右，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国必须复苏经济，推
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
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在此过程中，关
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尤为关键。国际组织和发达经济
体应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弹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
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不断经受各种非传统安全
问题的考验。“各人自扫门前雪”已经不合时宜。面对风
险挑战，唯有握指成拳，才能战而胜之。

据报道，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了欧盟2022年预算，旨
在努力应对疫情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同时聚集欧洲
未来发展优先事项，大幅增加财政资源。分析认为，新预
算展现了欧盟各国抗击疫情、发展经济的信心，但随着新
一轮疫情在全欧洲蔓延，未来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财政支持前所未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姚铃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11月24日，欧盟2022
年预算正式在欧洲议会通过，该预算是欧盟2021至2027
年预算安排的第二份，承诺拨款总额为1695亿欧元，最
后达成的拨付总额为1706亿欧元。预算旨在支持欧盟经
济持续复苏，保护和创造就业，推动更多绿色、数字投
资。从资金的安排上看，主要支持健康卫生、研发投入、
气候行动、中小企业、年轻人教育以及应对全球挑战。

“该预算体现了欧盟经济社会的发展重点，预算七项构
成显示，凝聚、韧性和价值观预算项下的经济、社会和地
区凝聚预算大幅增加，拨付额较承诺额增加66亿欧元，这
其中也包含了年轻人教育、健康卫生联盟等预算支持。而
对‘欧洲地平线’项目的研发支持，对交通、能源和数字
的战略投资，则包括在单一市场、创新和数字预算安排项
下。”姚铃说。

然而，新预算能否有效实施尚未可知。欧盟“让·莫
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表
示，花大量资金“一石多鸟”，这是欧盟的一贯作风，往
往“雷声大，雨点小”，执行起来不能始终如一。

复苏之路艰难崎岖

有媒体报道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欧盟的经济复苏
计划可能遭受挫折，欧元区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逆
风”。供应链瓶颈、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以及持续蔓延的

疫情，有可能严重阻碍欧元区经济复苏。
“当前欧盟经济复苏主要面临三大不确定性因素。”姚

铃说，“第一，感染新冠的人数增加以及出现奥密克戎变
异毒株，导致限制措施在欧盟境内重新实施。流动性减少
将对欧盟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接触密集型
的服务业。2021年二季度，运输和旅行等服务部门刚刚加
快复苏势头，重启限制措施恐将打乱服务贸易恢复增长进
程。第二，通胀自8月以来持续走高，未来几个月将进一
步走高。11月，欧元区通胀同比上涨4.9%，能源价格同
比上升27.4%，价格水平已超过疫情暴发前水平，对消费
和投资产生抑制作用。第三，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给许
多行业带来了压力，如欧元区第三季度的汽车生产仍比疫
情暴发前低47.5%。”

王义桅表示，欧盟经济复苏还面临以下问题：一是欧盟
长期依赖俄罗斯的能源，无法自给自足，而其能源转型的急
转弯会加剧能源短缺；二是欧盟出于政治目的调整供应链，
需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这会对其经济转型、复苏及增长带
来威胁；三是欧盟面对的外部挑战。

危机化解任重道远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欧盟的下一步棋怎么走？
姚铃表示，欧洲经济目前的复苏主要受益于消费需

求的增加、疫苗接种的加快以及复苏基金的预先拨付支
持。截至12月初，欧盟复苏基金已经拨付给18个成员国
总计 542 亿欧元，对于确保成员国环境可持续、生产复
苏、社会公平公正以及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欧盟
在2022年仍需实施温和的财政支持政策，确保复苏的稳
固。还应逐步将财政支持措施转向投资支持，围绕绿色
和数字刺激私人和公共投资，并解决技能短缺问题。

“欧盟下一步需加强自主创新。一方面要继续进行模
式创新，不断探索经济新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发
展，努力从数字化、人工智能、5G发展的世界第二梯队
迈向第一梯队。”王义桅说。

疫情反扑 挑战加重

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以来，美国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陷入严峻局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
据显示，截至12月8日，美国共有19州报告43例奥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约1/3的感染者有国际旅行史，且大
多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年轻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萝谢尔·沃伦斯基10
日表示，在过去的7天内，美国日均新增37%的确诊病
例，其中99.9%的新增病例来自德尔塔毒株。

尽管奥密克戎毒株迅速扩散，德尔塔毒株仍是美国
流行的主要毒株。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2月10日，
全美共44个州和地区处于高水平社区传播状态，感染面
积超过77%。

当地时间11月26日，美国宣布将从11月29日开始
对来自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等8国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分析
认为，“从禁飞令并未在同日生效这点来看，美国政府非
常清楚，即便执行了所谓的旅行限制，也无法阻止病毒
进入美国，甚至不能排除病毒或已入侵该国的可能。颁
布旅行限制不过是为了短期内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缓解
拜登政府的抗疫压力，并试图减轻民众的不满和恐慌。”

除了要面对疫情严峻挑战，美国政府还须解决居高
不下的通胀以及供应链短缺等问题。

苏晓晖指出，“美国即将进入新一轮紧张的政治周期
中，因此，疫情反弹、高通胀、供应链失衡等危机都会
威胁到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在这个关键时期，美国政府
所做的反应将更多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早在疫情发生之初，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便在戴口
罩、隔离措施、病毒危害性等问题上处于对立状态，迟
迟无法达成有效共识，深陷“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泥
潭。苏晓晖表示，“在疫情蔓延全球之际，美国仍围绕着

是否该戴口罩、接种疫苗等防疫措施争执不休，导致社
会对立情绪严重，政治撕裂将不利于美国政府抗击疫
情，使该国抗疫形势雪上加霜。”

防疫转严 抗议频发

12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部分欧洲
领导人与专家警告，奥密克戎毒株将超越德尔塔毒株，
成为部分欧洲国家的主要流行新冠毒株。苏格兰首席大
臣尼古拉·斯特金表示，“我们预计奥密克戎将在几天内
赶上德尔塔。”

当下，欧洲多项疫情指标居高不下，各国纷纷颁布
旅行限制令、疫苗通行证、强制戴口罩、强制接种新冠
疫苗等防疫措施，引发欧洲民众强烈不满，成千上万的
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政府新颁布的防疫政策“威胁公
民的权利与自由”，其中发生在比利时、奥地利、荷兰、
法国、意大利、瑞士的抗议示威尤为激烈。

在疫情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聚集
无异于火上浇油。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欧洲各
地因封锁而引发的愤怒将导致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强制
疫苗接种将‘被迫’成为各国未来的主流防疫措施。”

近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
盟内部应讨论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但是否这样做由各成
员国自行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考虑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实
属无奈之举，领导层与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共识也还未
知。一方面，强制接种政策须符合各国的法律程序；另
一方面，部分官员和民众对疫苗有效性存疑，并认为此
政策是对‘自由’和‘人权’的侵犯。”

“此次疫情主要由奥密克戎毒株引起，目前人们对该
变异毒株的了解相对较少，对其传染性和逃避免疫的能
力还未有定论，容易对疫情作出错判，如过度恐慌和过
度懈怠。”闫瑾认为。

此前，美国《大西洋月刊》曾刊文指出，面对新一
波疫情，欧洲各国已不再像去年疫情严峻之际，达成合
力抗疫的共识。分析认为，欧洲的防疫措施被划分成奥
地利式的“严控模式”和法国式的“鼓励模式”，两种抗
疫模式显示出新一波疫情正在撕裂欧洲。

闫瑾表示，“卫生防疫权本就不属于欧盟，所以出现
防疫分歧也很正常，疫情的反复使欧洲多地深陷防疫疲
劳，各国间的考虑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开始逐步放弃
对疫情的防控，提倡‘与病毒共存’；有些国家则认为只
有提高疫苗接种率，才能放松防疫措施。”

清零政策 备受肯定

在奥密克戎毒株的“突袭”下，不少外媒开始对中
国的“清零”政策表示肯定，认为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
证明了中国抗疫策略的合理性。

在此之前，部分国家曾陆续更改防疫策略，采取
“与病毒共存”模式，希望能通过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遏
制疫情发展，但在德尔塔与奥密克戎“双重夹击”下，
各国只能重新关起国门，收紧防疫措施。

英国广播电视中文网撰文指出，即便是曾经的抗疫
优等生如新加坡、以色列，在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后都
相继选择“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最终导致疫情严
重反弹。反观中国，自疫情暴发以来便持续坚持“动态
清零”，成功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夯筑起坚强堡垒。

“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防疫政策的
有效性。西方世界常年奉行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高
于一切。从持续发酵的抗议活动便可得知，要想在美欧
等国推行强制性防疫政策，必然面临强大阻力。”中国社
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认为。

分析人士表示，为了避免医疗体系崩溃、尽快恢复
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国家不得不推行强制性防疫措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强制性措施的出现，足以反
映出欧盟对当前处境的绝望。

2021“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当地
时间12月13日在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
举行。21岁的印度演员兼模特哈尔娜兹·桑杜
从79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2021“环球小
姐”冠军。22岁的“巴拉圭小姐”纳迪娅·费
雷拉获得亚军，24岁的“南非小姐”拉莱拉·
姆斯瓦内获得季军。

上图：印度选手哈尔娜兹·桑杜参加总
决赛。

左图：选手们参加总决赛。

新华社记者 尚 昊摄

随着新冠病毒变异
株奥密克戎的出现，世
界多国再次深陷抗疫

“泥潭”。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统计，欧洲平均
单日新增35.9万例新冠
确诊病例，占全球日增
病 例 的 66% 。 时 近 岁
末，陆续而来的感恩
节、圣诞节等西方传统
节日将加重多国的抗疫
难度，给美欧社会经济
带来严峻挑战。

奥密克戎来袭 全球抗疫压力陡增
杨 宁 陈婕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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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佳丽当选
2021“环球小姐”

环 球 掠 影

环 球 热 点

观

象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