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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局部暴发到全球危机
两个关键预防环节要重视

　　问：回顾新冠疫情，报告做出了哪
些重要评估？
　　答：2020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成立一个独立小组，对该组织领导
下 的 全 球 新 冠 疫 情 应 对 工 作 进 行
评估。
　　专家组在5月12日发布了82页的
主报告。这份主报告通过整理证据，
针对大流行防范与应对的每一个关键
环节，都指出了存在的差距和可能的
解决方案。
　　专家组的主报告重点提出，根据
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过程，要重视两
个关键的重要预防环节，一是从局部
暴发发展为全球流行，二是从全球流
行发展到全球健康及社会经济危机。
　　在第一个阶段，从局部流行发展
为全球流行，尽管中国在早期已向世
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疫情、并在国内
采用了强力封城及群防群控措施，而
且WHO在1月30日发出PHEIC(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警告，但多数
国家采取了“等等再看”的观望政策，
并未迅速采取有力行动，等到真正在
本国暴发了才开始关注，为时已晚。
　　在第二个阶段，从全球流行发展
到全球健康及社会经济危机，全球缺
乏协调有力的应对体系，国际紧张的
形势阻碍了多国协作的统一行动，有
的国家制定政策不是根据科学，没有
正视并解决国内存在的、由于疫情进
一步加重的不公平状态，这些都加重
了对低收入国家、弱势人群及贫困家
庭的危害。

8个月密切合作
13位专家成员为未来提供指导

　　问：作为呼吸领域的知名专家，您
如何看待这次世所罕见的新冠疫情大
流行？报告由13位不同国家的专家成
员完成，如何确保在实证性、独立性方
面达成一致？
　　答：新冠大流行本是一场可以预
防的灾难，这就是“大流行防范和应对

独立小组(Independent  Pane l  for
Pandemic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PPPR)”亟须成立的原因。我作为参
加该小组的独立专家之一，和其他所
有12位专家成员都意识到，我们的任
务前所未有的重要，即通过实证的、独
立的和综合的回顾为未来提供基于证
据的指导。
　　作为一名呼吸科医生，2003年
SARS疫情尚未从记忆中消失，今天，
我又怀着深深的悲痛目睹了数百万生
命因新冠大流行死亡。世界未能从过
往中学习，也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
这令人深感受挫。新冠疫情的影响是
毁灭性的。我们必须从这次危机中学
习，同时立即采取行动。
　　专家组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
是吸取教训并且为未来提出建议。通
过8个月的密切合作，通过大量的视频
会议、访谈、系统综述和研究，尽管在
我们成员中有时存在分歧，但大家基
于客观事实，通过充分讨论，在许多问
题上达成了一致。

17000名医护人员献出生命
疫苗仍未得到公平分配

　　问：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如何看待
各国所采取的遏制传播的策略？人类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疫苗，在疫
苗接种方面我们面临怎样的挑战？
　　答：在主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以
下的事实：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各国的医护
人员体现了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至
少17000人在抗疫中献出了生命；
　　部分国家通过采取强有力的遏制
传播策略(aggressive containment strat-
egy)，成功应对了新冠疫情传播。他们
吸取历史上疫情的教训，尊重科学，重
视及时分类和转运病例，追踪密切接触
者，确保隔离措施及设备，信息透明及
持续，以及调动基层医护工作者的作
用，从社会及经济上提供充分支持；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疫
苗，使群众在预防新冠病毒传播中

受益。
　　通过广泛的疫苗接种从而建立群
体免疫是当前控制疫情的重要环节。
但是，当前疫苗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
配，主报告要求疫苗应成为全球的公
共产品，应该立即采取的行动是：高收
入国家应当为COVAX(新冠疫苗实施
计划)和ACT-A(获取COVID-19工具
加速计划)做出贡献，帮助资源不足的
国家；要求疫苗生产国提供疫苗的许
可证及技术转让等，使得中低收入的
国家都能获得接种疫苗的机会；确保
足量和公平的疫苗供应。

成立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
防范未来的大流行需要各国合作

　　问：新冠疫情还在不少国家肆虐，
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报
告给出哪些新的建议？
　　答：除了立即行动外，为保证未来
我们能成功应对下次大流行，专家组
提出了应当实施的长期建议，包括：提
高大流行防范与应对的政治领导力、
提高疫情防范的全球筹资和投资、改
进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一个工具和
供应的平台。
　　我想特别强调成立全球健康威胁
理事会(Global Health Threats Coun-
cil)的建议，只有得到最高级别政治领
导的关注，才能确保“大流行的准备和
应对”能够在未来得到落实及持续，而
不会被遗忘或忽略。
　　这个主报告是客观的、科学的。
但要将主报告的建议转化为实际的行
动，需要全世界各国的统一行动。
　　当前新冠疫情还在世界上不少国
家肆虐，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建立
全球性的、高层次的抗疫领导机构，对
疫情防控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建立
全球性疫苗公平分配计划，赋予WHO
更高的行动权力，行动起来，争取在相
对短期内控制疫情的发展，达到“大流
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提出的目标：

“让新冠成为人类最后一个暴发的大
流行”。
　　“一隅不安，举世皆危”——— 除非
所有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一隅不安，举世皆危
——— 新华社独家专访钟南山谈世卫“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报告

  超300万人死亡，影响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到2021年底造成
10万亿美元的损失……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
小组”发布报告，对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工作进行评估。
　　历经8个月的合作，这份报告对终结新冠疫情、防范未来可能发生
的大流行提出成立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等多项建议。这份报告是如
何形成的？各国应该如何携手让新冠成为最后一个大流行？新华社
对该小组专家成员钟南山院士进行了专访。

2021年3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体育馆内，师生们在接种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
平，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
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
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
阱”的可能。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
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据介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
生育率低至1.3，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
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

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
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
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总和生育
率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
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位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
这位负责人预计，未来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生
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以
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将是世
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们将在全面把握人口自身发
展规律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

关系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出生人
口变动趋势，相关部门及时反映新情
况新变化，为深入分析研究优化生育
政策提供有效的统计信息支持。”这位
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
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之一，我国人口
主要矛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
挑战。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
口下降，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与
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比
重为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
百分点。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分
析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
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随着第二次生育
高峰出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
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
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
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
　　“未来，应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和国家中长
期发展层面谋划人口发展，以系统思
维和整体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要
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
构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人口发展
格局。”陈功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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