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中外智库” 专访问卷： 

 

（1）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影响？ 

翁：本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疫和考验。它

扩散迅猛、席捲全球,更令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之封城锁国；经济陷

入瘫痪,继而萎缩；人类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等为了避疫图存,必须另辟蹊径

创建新模式、习惯新常态。它影响幅度之大,堪称空前。 

 

可以预期的深刻性变化, 可归纳为： 

（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而冲击区域性组织的内部合作； 

（二）逆全球一体化的实力乘机崛起,配合欧美国家的保守主义,势必会对

现有的全球一体化带来冲击和省思； 

（三）现有的国际秩序面临考验,美国领导全球的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力挽狂澜,美国及其盟国的反撲手段不单会影响本身的对华关系, 同

时也 对疫后的世界政经局面增添变数。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会增添考

验和阻力； 

（四）防控与治疗大流行疫情的单位机关,料会成为多个国家安全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改变目前整个世界的医护物资供应链的布局。欧美国

家的政府预料会将之与其他战略性物资等同视之,而选择把供应链掌握在

自己手中； 

（五）加速电子商务与移动金融的普及化。这会彻底改变多数国家的经贸

生态和社会生活模式。这种空前的改变很快会陆续席捲全球； 

（六）西方国家政客的甩锅,加上手执國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多方的煽风

点火, 反华仇华的情绪不仅影响国际关系,也点燃了各地蕴含的排华民粹火



种。中国境外的华人华侨料会首当其冲, 或显或隐（显性和隐性因国而异

）成为居住国打压排挤的对象。 

 

（2）如何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国际合作？ 

翁：全球抗疫的国际合作由世界卫生组织（WHO )扛起领导大旗是正确的

。在这个平台上,中国扮演积极主动、大国担当的角色是名正言顺的, 不容

任何国家出自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而作出干扰。即便是美国,也难有置啄

争议的空间。 

 

在发动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的工作上, 中国极力配合世卫组织：及时的通报

疫情,以及防控与治疗疫情的资讯分享等, 是广获世卫、医学权威杂志《柳

叶刀》（LANCET )等国际有良知的专家学人所认可与赞赏的。 

 

在这基础上,若能进一步为世卫排忧解难,利人惠己,那肯定会有不同的局面

。 

世卫组织当前的窘境,主要是资源的匮乏, 运作基金更是必须仰美国鼻息。

中国当然可以在资金方面加码捐献,可短期内不容易填补美国停止资助世

卫组织后所遗留下来的资金真空。 

 

在扬长避短的前提上,中方不妨以自己在医护物资的生产优势,作为支援世

卫组织的载体。打着世卫的旗号驰援, 而具体捐赠与配送则由中国操办。

直观来说是归功于世卫组织, 加强其领导威信；但另一方面, 此举也彰显中

国是现有国际秩序与机制的捍卫者、配合者。这在公共外交上既可让中国

与世卫相得益彰, 也同时令西方国家难有口实,可以指责中方的驰援, 纯以扩

展影响力为出发。值得关注的是,堵住西方主流媒体的攸攸众口, 并不是旨



在化解其成见和敌意,而是不让它借题发挥,影响整个国际舆论, 陷自己于被

动。 

 

简而言之,联合国麾下的国际组织是中国当前凸显本身领导力,以及大国担

当意愿的有利平台。若是应用得当, 它对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会是一股助力。 

 

（3）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变？ 

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预测：今年全球的经济,包括倍受

注目的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的经济体,除了中国和印度

的增长率大幅减缓, 其余的都会陷入经济萎缩,情况可能比2009年次贷危机

的后遗症更为严峻。 

 

该份报告也对2021年各国经济可能普遍回昇表示乐观。亚洲的新兴市场与

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东盟五国（经济实力偏强的成员国）, 

据其预测会超越欧美日等国的发达经济体。 

 

这或许会过于乐观, 因为今后的国际经济走势,胥视当前宏观的国际政治演

变与个别国家振兴经济的力度和成效。况且,不同地域的疫情, 其爆发的时

间点也先后不一。值此全球一体化彼此的经济互相依存的年代, 疫情的此

起彼落,当会把整个经济复甦期拖长。 

 



另一方面,倍受注目的是,本次疫情的发展已让中美两国的摩擦升温。美国

及其西方盟友初始阶段的防疫不力,导致欧美各国的确诊病例与病故率双

双飚升,狼狈不堪。 

 

处此困局, 它们的执政当局为了向人民开脱自己的政治责任, 卸责诿过予中

国是预料中事。同时在甩锅、索赔之余, 预计还会对华动作连连,借以打击

中国的经济复甦。美国所谓惩罚性的加征关税和局部“脱钩”手段等是否会

持续和加剧, 胥视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能否连任成功。 

 

但总体来说,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皆会日趋强硬,同时也会伙同一众盟友在

对华关系上设置更多障碍, 尤其是体现在经贸、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尽管

欧美企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可这些西方国家的执政当局, 矢要

阻缓中国的崛起之势,尤其是疫后的经济重振, 其心态毕竟还是一致的。 

此外,经此一“疫”的教训, 预料它们也会重新部署医护物资的生产线与供应

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南海边上的东盟诸国的经济重振实力,虽然备受看好,

但仍摆脱不了中、美两国博弈的影响,以及南海问题的处理。东盟十国与

中、美分别互动的政经关系, 迄今亲疏不一。以目前的形势看来,相信只要

中美关系没有全面陷僵；南海矛盾没有突发性的激化, 预料东盟与中国的

经济关系仍会稳健发展。 

 

与此同时, 若无意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今年预料也会达致15国（除了印度）

的共识,对缔造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起加分作用。 



（4）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演变？ 

翁：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会日趋“多极分化”（multi-polarization)；各国

出自各有所图的抱团结伙, 预料会愈见明显。随着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已

日暮西山, 西方国家原已群龙无首,再加上“疑欧派”与保守右翼势力的坐大, 

疫后的欧盟团结料会再一步受到考验。 

 

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再加上其国内新保守主义的抬头, 那只会加

速美国的孤立与催化其国际领导地位的备受取代。 

 

在战“疫”中,已成为国际聚焦的中国治理模式, 尽管中方一再强调只是志在

分享经验,可这已刻意被解读为“输出中国体制”, 并无限上纲被描绘为一种

对西方现有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叫板行为。 

 

中美两国的博弈, 纵然中方想致力保持“斗而不破、竞合同行”的现状, 可美

国对其霸主地位受到空前威胁的耿耿于怀, 是当前朝野两党的共识。中国

是他们点名攻击的头号敌手。这种氛围很容易会令到两国关系由战略性的

竞合脱轨演变成多维度的对峙, 最终逐步坠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 

 

此外,近来美舰屡借行使航行自由权为由, 一再硬闯南海水域是个危险的讯

号。究其实,这旨在威慑的动作根本与捍卫沿岸诸国的利益无关。它反倒

是美方在倍感压力之际, 要力图证明本身保持海上霸权优势的一种反应。

美方的这种动作,即便是色厉内荏, 实则已把国家推向战争边缘。稍一不慎, 

擦枪走火,即会引燃战祸。 

 



与此同时, 南海周边的东盟诸国处于中美博弈的夹缝中, 一方面既想借中方

的经济强势带动本身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国在南海的布防惴惴

不安,希望美军在区域性防务上能起着制衡作用。这是典型冷战思维的借

尸还魂, 但也折射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信,仍有深耕的空间。 

 

事实上, 东盟十国与其他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样, 都期盼能在和平

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它们需要的是一个互鉴互惠、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模

式的引导。它应该是经验与科技的分享, 而不是体制和模式的硬套。 

 

（5）本次疫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启示？ 

翁：本次疫情暴露出国际合作的短板, 显而易见的眼前现象包括： 

（一）生化科技的发展远远追不上病毒的变异； 

（二）固有的医护物资供应链应付不了全球疫区的急需； 

（三）发达经济体的傲慢与偏见所造成的轻忽与误判, 加速疫情的跨洲扩

散； 

（四）以利谋合的跨国组织在疫情的考验面前自顾不暇、各扫门前雪等。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耕的沃土, 同时也让

国际社会反思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的时效性。但与此同时, 它

也让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者借机鼓吹悖论, 让全球治理的优化百上加斤。 

 

这是个人心动荡不安的年代,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是最好的机

遇,也是挑战空前严峻的时代。 



此次美国避扛领导全球抗疫大旗,令到一众西方国家在无所适从之余,偏又

迫切亟需中国医护物资的驰援,以应付疫情的肆虐；再加上中国的举国体

制在抗疫中,已初传捷报。 

 

相形之下, 欧美哀鸿遍野的狼狈,益发暴露出本身治理模式的不堪考验。这

也是当前欧美国家大事喧染所谓“输出中国体制模式”的心理根据。此举既

可甩锅卸责,又可借机在自己国内操弄民粹, 争取选票。 

 

值此百年变局, 中国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 可继续扮演大国担当的国际

角色, 并在全球危机面前, 努力开拓与行使本身份内的话语权, 但不必急于

填补或取代美国领导全球的角色。 

 

今次中国的“抱疫驰援”本是美事一桩, 它体现了中华文化里“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智慧, 但面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 涉外驰援不能没有选择性。所

谓远近亲疏、轻重缓急之分,自不在话下。 

 

不管承认与否, 在国际视野中,这是一场公关大戏。从一个非当事国的客观

视角来看, 只要驰援方能够充分掌握因国制宜, 并以“庖丁解牛”之技施援的

道理： 一方面既要解决对方的燃眉之急, 而另一方面也同时兼顾受惠方的

颜面尊严, 让施、受双方各得其所,自是皆大欢喜、事半功倍。这是落地战

术问题,褒贬得失,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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