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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
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
京时间4月7日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
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4.9亿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618万例。

数据显示，全球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并呈现重新急剧攀升的趋势。其中，美欧
在经历了短暂的疫情平静期后确诊病例再
次急升，正面临新一波疫情高峰。亚洲多
地疫情也处于严峻时刻。

“新一波疫情浪潮即将到来，我们准备
好了吗？”《纽约时报》报道称，短暂的疫情
平静期即将结束的清晰警告已经从西欧
发出。随着出现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
亚型变异株BA.2，英法德等许多欧洲国家
的确诊人数正在迅速攀升。报道称，在过
去两年里，欧洲暴发一轮疫情浪潮后，几周
内美国也必定出现类似的疫情浪潮。报道
采访的10名传染病学家都认为，导致欧洲
疫情再度暴发的很多因素在美国也存在，
只是不清楚美国下一波疫情何时到来。

“全球抗疫已步入第三个年头。总体
来看，在疫苗与特效药等的帮助下，全球
疫情将逐渐趋缓，但仍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
陈向阳对本报记者表示，现阶段疫情呈现
如下新特点：一是疫情危害创新高，持续
时间之长、危害之大、疫情“综合征”之
多，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二是世界多国
疫情反弹，此起彼伏、反复无常；三是无

症状感染者占比偏高，病毒的隐蔽性与防
控难度增大。

尽管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但美欧等多
国却在放松甚至取消防控措施。英国政府
宣布，于3月18日凌晨4时起，取消所有
入境限制措施。荷兰从3月23日起取消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戴口
罩和出示核酸检测结果的规定。法国已经
停用“疫苗通行证”，除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外，不再强制要求人们戴口罩。当地时
间4月5日，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
宣布，从5月1日开始，新冠病毒感染者
将不再需要强制隔离。

多重因素加剧蔓延

英国广播公司称，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
3年，左右全球疫情走势的主导病毒株从德
尔塔变成奥密克戎，奥密克戎也在持续变
异，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奥密克戎BA.2亚
型。BA.2亚型号称“隐形毒株”，它的传染
性是BA.1的1.4倍，其传染指数（Ro）高达
12。此外，奥密克戎和德尔塔这两大“毒王”
的混合体“德尔塔克戎”已经出现。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范克尔克霍夫称，近期全球确诊病
例激增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一是高传染性
的奥密克戎毒株仍在广泛传播。目前奥密
克戎已经发现 BA.1、BA.2 等亚型，其中
BA.2是迄今为止传播力最强的毒株；二是
一些国家已取消多数甚至是所有防疫限制
措施；三是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仍然极不均
衡，许多地方的疫苗覆盖率不够高；四是

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泛滥。范克尔克霍夫
说：“这些错误信息包括奥密克戎致病率
较轻微、疫情大流行即将结束等，这些错
误信息造成了很多混乱。”

谈及最近全球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陈
向阳认为，一是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亚型
BA.2传染力更强；二是不少国家陷入抗疫
疲劳，放松了警惕，防控措施松懈导致疫情
卷土重来；三是美欧发达国家政府要么继续
将抗疫政治化、彼此推卸责任、甚至对外“甩
锅”，要么干脆“躺平”、自欺欺人、假装疫情
已经结束；四是不少国家未能统筹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发展，片面强调经济复苏，急于
解封松绑，招致疫情反弹。

日前，世卫组织发布了有关新冠疫情
的最新计划，名为《战略预备、准备和响
应计划》。该计划承认，目前的疫苗在减
缓奥密克戎变种传播方面的效果不如预
期。世卫组织将继续推动为全球70%的人
口接种疫苗的目标，重点是那些最容易受
到严重后果影响的人群。

另据路透社报道，截至2022年3月底，
全球共施打110多亿剂新冠疫苗。但全球
约 36%的人口尚未接种第一剂。对此，陈
向阳表示，新冠疫苗虽然效果明显，但全球

“疫苗鸿沟”亟待弥合。美西方发达国家自
私自利、全球治理赤字突出等问题导致疫
苗分配严重失衡，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非洲地区仍然严重缺乏疫苗。

加强病毒监测能力

“当前，世界各国抗疫政策主要分为三

种类型：一是美欧发达国家‘放纵型’，推卸
责任，不在乎民众的生命健康，还美其名曰

‘自由’‘人权’；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负责
型’，政府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坚持‘动态清
零’和‘精准防控’，取得确诊人数尤其是病
亡人数极为有限的抗疫成效；三是介入中
西方两种抗疫模式之间的‘中间型’。”陈
向阳称。

分析指出，如果《战略预备、准备和
响应计划》在今年实施，全球有望结束疫
情的紧急阶段。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包
括三种病毒在未来一年可能如何演变的情
境预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次吹风会
上表示：“根据我们目前所知，最有可能
的情境是新冠病毒继续演变，但随着接
种疫苗和感染推动的免疫增强，病毒引
起的疾病严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降低。”

“全球抗疫任重道远，关键在于统筹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陈向阳认为，
当前，全球抗疫合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仍然将抗疫政治
化，不顾全球合作抗疫的大局，顽固热衷
于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严重掣肘全球抗
疫合作进程；二是世卫组织等治理效率有
待提高，国际组织的改革有待加快；三是
美西方私心太重、杂念太多，致使全球抗
疫面临多重困难。

为了帮助结束新冠肺炎疫情紧急阶
段，世卫组织呼吁各国继续加强病毒监测
能力，以便发现有关病毒发生重大演变
的早期预警迹象。

观 象 台全球抗疫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远远没有结束，现在不是
放宽防控措施的时候。”面对
近期美欧等众多国家和地区
逐渐放松甚至撤销防疫措
施，世卫组织日前再次向全
球发出新的警告。专家分析
认为，由于传播能力更强的
新冠病毒变种肆虐，加之部
分国家过早放松防疫措施，
疫情未来的走势仍然充满不
确定性。

近来，由奥密克戎 BA.2 亚
型毒株引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
感染激增潮在全球多地蔓延。
快速递增的感染人数再次表明
一个严酷现实：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

面对疫情蔓延的汹涌态势，
一些国家开始尝试所谓“与新冠
病毒共存”的应对之策。美国多
地放松防控措施，新冠疫苗接种
速度放缓；英国政府宣布，从4月
1日起不再为大多数民众提供免
费的新冠病毒检测；德国自3月
20 日起原则上取消了大多数新
冠防疫措施……部分西方国家
相继取消大部分应对新冠大流
行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在防疫措施大幅放松的同
时，大量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
借由互联网大肆传播。“奥密克
戎是一种温和的毒株”“新冠大
流行已经结束”“奥密克戎是最
后一个新冠变异毒株”……一
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错误信息
让民众放松警惕。目前，全球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上
升，同时全球新冠病毒检测量
却大幅下降。这意味着，能看
到的新增病例可能只是“冰山
一角”，感染病例激增的可能性
仍在全球潜伏，在没有充分防
疫措施的情况下，易感人群面
临的感染风险更大且更加难以
察觉。

其实，早有大量监测数据
和科学研究证明，“放松”的抗
疫态度，换不来“人与病毒和
谐共存”的结果，只会给民众
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隐患。疫
情发生以来，美国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 8000 万。研究
显示，新冠肺炎使美国人的平
均预期寿命减少了 1.13 岁。英
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全球健
康杂志》 发表的研究报告显
示，美国和英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前被认为是对流行病准
备最充分的国家，但两国应对
疫情的实际情况不及预期，美
国的总体寿命损失年数最高，
人均寿命损失也位居世界前列。正如英国专家所言，
英国等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实际上是
任由民众通过感染病毒，而与病毒共存。“放松”的防
疫措施，不仅不能让民众放心，更可能让整个社会付
出惨痛代价。

“全世界都因新冠肺炎疫情筋疲力尽，但不幸的
是，我们仍未摆脱疫情。”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
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的话道出全球抗疫面临的
艰难现状——全球抗疫远没到松口气的时候！面对横
扫全球的奥密克戎病毒，全球各国能做的还有很多：
加大疫苗接种力度，积极采取防控措施，弥合全球

“疫苗鸿沟”；严格有效的防控措施，是保护民众健康
和国民经济的重要防线。“疫苗的公平接种仍然是最强
大的拯救生命的工具。努力为每个国家70%的人口接
种疫苗对于控制疫情仍然至关重要。”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的建议值得世界各国重视。

中国有句老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抗疫路上，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轻易止步。各国唯有团结起
来，才能一起挺过这场疫情的“倒春寒”。

抗
疫
远
没
到
松
口
气
的
时
候

高

乔

抗
疫
远
没
到
松
口
气
的
时
候

高

乔

环 球 热 点

当地时间3月28日，欧盟因绿色能源补贴标准不
公将英国告上世贸组织。按照程序，争议双方将进行
为期60天的正式磋商，若争端仍旧无法解决，将由世
贸组织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专家指出，争端很可能在
世贸组织一拖数年，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争端提交世贸组织

综合外媒报道，英国的差价合约计划在招标过程
中，将“采用当地产品含量”作为评估标准，以此确定运
营商的资格，向海上风电场项目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认为，英国政府在为
海上风力发电项目提供补贴时所采用的标准偏袒使用
本国产品的项目。这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
原则，即禁止世贸成员国歧视进口产品从而支持国内
产品。欧盟曾向英国多次提出过关切，但均未得到满
意答复。因此，欧盟将此争端提交世贸组织。

双方都不轻易让步

“这是英国脱欧后与欧盟之间第一起诉诸世贸组织
的案件，但不会是最后一起。”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英国脱
欧后不再享有欧盟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英国的做法实
际就是鼓励运营商首选英国本地产品，这有利于英国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却不利于从欧盟进口绿色能
源产品流通。这将增加欧盟绿色能源的生产成本，势
必会减缓欧盟绿色能源的使用进程。

欧盟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英国政府此举影响了
欧盟绿色能源供应商的利益，其中包括许多中小企
业，还可能会减缓绿色能源的使用，使欧盟向安全供

应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更加艰难。
闫瑾表示，近年来，欧盟始终将发展绿色能源、

清洁能源产业视为核心目标，大力推动“促进能源转
型”这一核心政策。2019年12月，新一届欧盟委员会
上台后发布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欧洲绿色协议》。
该协议指出，欧盟应当在2050年成为全球范围内率先
实现“碳中和”的区域组织，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8
项措施。“促进绿色能源发展”是其中的第2项措施，
也是欧盟现如今工作的重点方向。所以，欧盟不会轻
易在此问题上向英国让步。欧盟与英国的争端可能持
续很长一段时间。

解决前景不容乐观

目前，欧盟与英国正在进行为期60天的磋商，这
是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程序的第一步。

“英欧双方磋商结果不容乐观”，闫瑾分析，在为
期 60 天的正式磋商中，英国与欧盟不得不坐下来谈
判，交换各方关切。英国要扶持本国海上风能项目发
展，欧盟则坚持维护欧盟各国绿色能源供应商的利
益，双方很难达成一致。“如果英欧纠纷无法有效解
决，必然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分析指出，磋商期结束后，若双方仍未达成一致
意见，欧盟可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专家组对此事进行裁
决。依照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规则，任何一方对裁决结
果不满意，均可继续向世贸组织上诉，直至争端解
决。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至今仍处于停摆状态。

“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还会逐
渐增加。双方无法协商解决的矛盾，申诉至世贸组织
是正常程序。”闫瑾说。

欧盟将英国告上世贸组织

欧英如何解决绿色能源纠纷？
常可潆

环 球

掠 影

喀布尔举办“贫困与希望”摄影展
近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举办

了一场名为“贫困与希望”的摄影展，
通过摄影作品展现阿富汗的经济困境与
阿民众遭受的苦难，抗议美国冻结并挪

用阿富汗中央银行的海外资产。
图为阿富汗民众在喀布尔街头观看

“贫困与希望”摄影展。
阿里亚摄（新华社发）

近日，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点接受检测。 郭 克摄（新华社发）近日，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一个新冠病毒检测点接受检测。 郭 克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