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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
情“具有大流行特征”时，很多人或许没有想
到，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的开始。

超过1 . 3亿人感染，超过290万人死亡。
从热带岛屿到寒冷极地，从车水马龙的城市
到人烟稀少的乡村，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之
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超出了
最初的预期。即使在多国已开始接种疫苗的
今天，一些国家疫情仍在反弹，全球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

科学界传递的信息发人深省：新冠大流
行的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十年”，病毒可能
将与人类长期共存，人类距离真正战胜疫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有乐观的看法认为，随着新冠疫苗接
种不断推进，疫情有望在几个月内结束，生
活很快就能回归正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世卫组织卫生紧急
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强调，虽然因疫
苗接种范围扩大，未来短期内新增重症和死
亡病例数有望持续降低，但人类目前尚未走
出病毒持续传播的“黑暗丛林”，必须保持

警惕。
要走出“黑暗丛林”道阻且长。科学界

普遍认为，需要较大比例的人群接种疫苗，
才能达到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疫情暴发
早期，一些专家预计需要约70%的人口接种
疫苗或建立自身免疫才能遏制新冠病毒传
播，但目前看来这一比例可能还不够。美国
媒体援引该国疾控中心官员杰伊·巴特勒的
话说，如果传播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占据主导
地位，将需要80%至85%的疫苗接种率才能
建立群体免疫。

瑞安近来一再强调，就目前全球接种的
人口和国家覆盖比例来说，还远不足以单靠
疫苗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更现实的手段仍
是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戴口罩、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离等。

美国《洛杉矶时报》近日发表评论预
测，目前看来，新冠疫情很可能还将持续3
年甚至更长时间。人类战胜新冠疫情需要
“像作战一样努力”。

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也犹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世间百态。许多国家的专家、

学者、媒体等都反思了一年多来的抗疫得
失，呼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全球合作
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首先要汲取“反弹”教训，防止“抗疫
疲劳”。世卫组织官员日前在分析全球抗疫
得失时说，曾有一些国家因新增病例数下
降、放松抗疫措施而导致疫情再度恶化。世
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
凯尔克霍弗认为，所有抗疫措施最终仍会回
到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等基本方面，包括积
极发现病例、聚集性病例调查、病例隔离和
临床护理、接触者隔离等，这是破坏病毒传
播链的关键。

第二要加强全球合作，克服“抗疫干扰”。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指出，分裂和政治化是美国抗疫的主
要教训，各州各自为战给病毒以可乘之机。美
国多家媒体也反思说，政治上两极分化、对科
学的抗拒等损害了美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呼
吁美国领导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全球共同抗
击疫情，为这场全球战斗提供所需资金、外交
努力和技术上来。

“我们的强壮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
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
院教授斯蒂芬妮·斯特拉思迪强调，所有国
家必须共同抗疫。

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也是拯救生命的
希望，理应服务全世界、造福全人类。但眼下，全
球疫苗“产能赤字”短期难解，“疫苗民族主义”
滋生，发达国家抢购囤积，欠发达国家“一剂难
求”。不同国家和群体间的“抗疫鸿沟”使构筑全
球抗疫共同防线面临严峻挑战。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4月9日，已有196个
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共计已注射
超过7亿剂，但其中只有0 . 2%在低收入国家。美
国媒体近期也报道说，目前大部分可用的新冠
疫苗都被美国为首的富有国家囤积。

从突发“遭遇战”到抗疫“持久战”，
面对将与病毒较长期共存的未来，只有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团结合作，所有
国家都控制住疫情，才能赢得抗疫的最终胜
利。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郭爽 刘曲 张家伟 谭晶晶）

据新华社专特稿(王宏彬)日本新冠专家小组14日警告，
随着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在多地蔓延，日本已经进入
第四波疫情。不过，首相菅义伟不认同这种说法。

日本政府新冠病毒对策分科会（即新冠专家小组）会长
尾身茂14日出席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时说，多地疫情反
弹，政府应该采取“极为迅速且灵活的方式”，扩大“蔓延
防止等重点措施”的实施范围。

“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是日本2月新修订的《新型流
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中新增的一种疫情应对措施。它是在
疫情出现扩大迹象时，为避免进入紧急状态而采取的一种对
策，措施力度小于紧急状态。

东京都、大阪府等6个都府县已经实施上述重点措施。
尾身茂说，政府有必要考虑在大阪府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
性。为缓解大阪府的医疗负担，中央政府应该从其他地区调
派医务人员增援。

大阪府是日本现阶段疫情最严重地区。继13日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破千，大阪府14日报告新增1130例确诊病例，再创
疫情暴发以来新高。大阪府邻近的兵库县14日通报的单日新
增病例同样创纪录，达507例。日本全国14日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4000多例，为1月28日以来新高。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说，埼玉县和爱知县的疫情
扩大趋势也较为明显，令人忧心。中央政府正与地方政府商
讨进一步加强防疫举措。

日本政府执意决定将核废水向海排放，
引发国内外广泛反对，其难以衡量的危害更
引发广泛担忧。其实日本早已属意核废水排
海方案，只是在寻找官宣时机。其为实现图谋
之精心策划，可谓“煞费苦心”。

至少在2020年2月，日本就基本决定将核
废水排海。负责探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
站核废水处理方案的小委员会在政府授意下
提出排海方案后，外务省随即行动，趁着各国
忙于应对疫情自顾不暇，在东京召开“国际说
明会”，宣传排海“合理性”。虽然排海方案未
能得到国际社会和国民理解，但日政府仍几
次试图“闯关”。2020年10月、12月，其两次对
外吹风将宣布排海，不无试探之意。经产省官
员曾表示，“在有人无论如何都反对的情况
下，日政府在寻找相对合适的时机”。

除了在时机选择上费心，日方几个“刻
意为之”更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企图制造舆论陷阱。日本记者向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问时将福岛核废水与核电
站排水作对比，意将关注焦点转移至排放量
问题上。其实核电站排水有一套成熟的国际
标准和安全操作流程，而世界上尚无福岛核

废水这般排海先例。二者看似都与“核”相
关，实则毫无可比性。更要警惕日本正意图
将争论焦点引向是否能明证福岛核废水有
害。其实在环保议题中，“未发现有害”不
等于无害，只要有“危害的可能性”就有权
提出反对。这符合国际法的立法精神。《伦
敦倾废公约》1996年议定书明确规定“即使
不存在废弃物产生影响的确凿因果关系，只
要存在带来危害的可信嫌疑”，就应当禁止
将其向海倾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
定，缔约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的义务。

二是以毫无公信力的数据证明废水“达
标”。东电公司对核废水监测结果几次改
口，起初宣布除氚外已符合安全标准，后又
承认仅有1/5废水得以有效处理，且含有高
浓度的其他放射性物质。在福岛事故处理现
场，废水泄漏或溢出等事故是家常便饭。日
本东京大学团队研究发现，福岛地下水氚浓
度远超正常水平。更有分析认为东电监测方
式不科学，无法反映不同储水罐的氚浓度差
异，以及罐底沉积物的放射性浓度。面对各
种质疑，日方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日本政
府是东电最大股东，双方在核废水处理上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拿东电提供
的数据来证明排海无害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三是对IAEA表态断章取义。2020年2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格罗西受邀
访日赴东电调研，日本对其积极游说。日媒在
报道中反复强调格罗西“从科学角度认可排
海方案”，却淡化“无害化处理”这一必要条
件，并将IAEA“有必要从第三方的立场出发
全程参与此事”的表态解读为IAEA将为日排
海方案“保驾护航”。对2020年4月IAEA发布
的报告，日更是选择性失明。在报告中IAEA
提出，日本应开展“具持续性的，安全审查、监
管监督、有效沟通完备的全面监测”，“应有所
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显然，日本至今并未
与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并没有邀请
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利益方参与。

四是偷换概念以混淆视听。日本官方、媒
体一直以“污染水”或“处理水”代称福岛核废
水，极力回避使用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
的核废水一词。日本故意创造新概念旨在重新
为福岛核废水定性，不排除其规避国际法与国
际规则的约束，以及逃避损害赔偿的嫌疑。

核废水排海是日本国际形象坍塌的分水

岭。日自诩“环保卫士”。上世纪90年代，俄罗
斯向海倾倒核废料。虽然IAEA表示放射性物
质含量极低，不违反《伦敦倾废公约》，但日仍
以“危害不明确”“民众甚为担忧”为由极力反
对。今日福岛核废水浓度、数量均远超俄，日
却极力狡辩。日自诩言论自由、尊重人权，可
反对声音几近被湮没，民众意志并未得到尊
重。日自诩是遵守国际规则的“优等生”，但解
决核废水残局只顾省钱、省事儿，置人类共同
利益于不顾。日政府官员近日向《每日新
闻》透露，为避免在东京奥运会和秋季众议
院选举时“惹麻烦”，日选择尽快宣布排海
决定。日本也许在谋算，国际、国内反对声
浪来得凶，也会去得快。然而，想在对人类
社会产生深远危害的核废水排海问题上蒙混
过关，日本打错了算盘！

将核废水排海？日本打错了算盘！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王旭

如何打赢全球抗疫“持久战”

□新华社/美联
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
拜登14日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今年9月11日前撤

出，以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拜登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军将于5月1日开始有序

撤离，美军和北约盟友军队将于9月11日前撤出。他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已完成反恐目标，“是时候结束这场美
国最长的战争，是时候让美军回家了”。

拜登说，虽然美国将不会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但在外
交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仍会继续。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
政府，向阿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并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之间的和谈。

日本新冠专家小组：

日本已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

拜登宣布驻阿富汗美军

将于9月11日前撤出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