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国际4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许璐瑶

新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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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西班牙半开放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及死亡人数持续
下降，5月11日起，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
等“重灾国”的社会生活逐渐回归正轨。

法国约 40 万家店铺，包括理发店、
服装店、花店、书店和博物馆等，约
87.5 万人复工；近百万名幼儿和中小学
生周一起逐步复课；巴黎 70%的地铁网
络将投入运营。不过，咖啡厅、餐馆、
剧院、电影院等场所仍将关闭。

“对于生活在法国的 6000 多万人来
说，最大的变化是他们可以自由出行，
而无须填写表格。”美国《福布斯》网站
称。不过，在实施隔离措施逾七周后，
这个国家仍被疫情“一分为二”：包括大
巴黎地区在内的四个地区仍处于“红
色”警戒，继续执行严格的隔离方针。

西班牙也在 5 月 11 日起进入“半开
放”状态：疫情相对较轻的地区放松部
分限制措施，涉及全国约一半人口。部
分城市的餐厅5月11日起可开放一半室
外座位；教堂、剧院、博物馆和健身房
等可在人数受限的情况下开放。不过，
首都马德里和另一大城市巴塞罗那不在

“解封”之列。“疫情正发生积极转变。”
西班牙卫生官员西蒙表示，但个人责任
心至关重要。西班牙自3月14日起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禁止民众非必要出门、
关闭大部分商铺。

同属疫情“震中”地带的比利时 5 月
11日也放松了部分限制。普通商店重启，
但餐厅、酒吧和咖啡厅仍将继续停业。

英国制定“三步走”路线

“英国首相正在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在
实施为期七周的严格封锁后，英国本周
开始小心翼翼地“松绑”。

英国首相约翰逊 5 月 10 日发表全国
讲话，宣布较为有限的“解封”措施，
并给出粗略的“三步走”路线图。第
一，从5月13日起允许人们不受限制地
进行户外锻炼，但须保持社交距离，违
反者将处以高额罚款；从5月11日起鼓
励建筑、制造等行业人员重返工作岗
位，但应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第
二，最早从6月1日起，可能分阶段重启

店铺和小学。第三，最早可能从7月起，
部分酒店行业的企业和其他公共场所重
新开放。“目前还不是直接结束封锁的时
候。”约翰逊表示，解除隔离的过程缓慢
而不确定，人们应对风险保持警惕。

英国工会尚未就新的工作场所指导
意见达成一致。英国《卫报》称，对于
企业和工人来说，“解封”计划引出诸多悬
而未解的问题。在不能使用公共交通的
情况下，有多少人能够复工？在出台强制
性安全规定前，如何让工人远离危险？

BBC称，约翰逊想重新开始正常生
活，但问题在于，英国抑制病毒的能力
仍存在巨大“黑洞”。等待检测结果耗时

太长，追踪密切接触者能力未知。其
实，英国也不是孤军奋战，其他国家也
面临同样的问题。

世界将进入边生产边抗疫状态

上述数国为何不约而同选择“带病
上岗”？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认为，一来，宣
布“解封”不仅重启了经济，也能提振
信心。二来，各国也基于对疫情的判
断。新冠疫情传播速度快且存在大量无
症状感染者，要彻底消除难度非常大；
一旦国际交通恢复，病毒肯定还会传入。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一项研究将此策
略概括为“锤子和舞蹈”，即在疫情暴发期
采取锤子般穷追猛打的压制措施；一旦疫
情被阻遏，病死率降至可接受范围内，社
会便逐渐开放，疫情随后可能呈现类似

“跳舞”的小幅波动态势，但仍维持在当地
医疗卫生资源最大负载范围内。

尽管传染病专家、不少民众对疫情
风险忧心忡忡，但另一些民众却怒气冲
冲地站在对立面上。德国联邦政府和各
州上周宣布了一系列“解封”措施，包
括开放商店和逐步返校等，但5月9日，
柏林、斯图加特、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
地仍有大批示威者举行抗议集会，要求
为社会生活全面松绑。

“各国政府为控制疫情实施封锁，但
民众渴望重启陷入停滞的经济。随着这
一紧张关系恶化，这场全球卫生危机正
发生令人不快的政治转折。”美联社指
出。也有观点认为，抗议示威属意料之
中，各国都无法承受经济长期“停摆”
之重。未来，世界将进入一边生产一边
抗疫的“新常态”。

汤蓓指出，现在公共卫生专家的观
点是，人们将和疫情长期共存。如果疫
情大幅反弹造成二度封锁，对经济的冲
击毋庸置疑；如果欧美在“解封”和复
工过程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
验，也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纽约时报》称，欧洲好比一间巨大
的“解封”实验室，汇集了各种方法和
时间表。“不同国家是否会选择不同的经
济政策来应对危机，以及危机如何影响
其国内政局和对外政策的走向，也都值
得我们密切关注。”汤蓓指出。

据《解放日报》

去还是不去？5月10日，住
在巴黎郊外的席琳·皮埃尔在最
后一个“隔离日”拿定了主意。
从5月11日起，法国、西班牙等
欧洲多个疫情严重国家将逐步放
松限制。法国约40万家店铺重新
开张；80%至85%的幼儿园和中
小学陆续复课。席琳·皮埃尔觉
得，可能是时候让儿女们重返学
校了。

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地，更
多民众对“解封”心情复杂、意
见分裂。多数法国和英国人对疫
情反复或第二波高峰心存忐忑；
一部分德国人则在上周末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
全面“松绑”。有评论称，欧洲好
比一间巨大的“解封”实验室，
汇集了各种方法和时间表，以打
败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 在英国曼彻斯特，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交谈。

5月11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
人们在商店外排队等待购物。

5月7日，在西班牙莫林斯德雷，一
家理发店开门营业。

韩国、德国
新疫情的警示

5月 11日，在韩国首尔，工作
人员为一所高中的教室消毒。

法国埃拉贝民调公司5月6日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月11日临近
之际，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对“解封”
感到担忧。这一数字比一周前提高了
4个百分点。

“我十分怀疑法国人能否切实遵
守防止疫情扩散的规定。”生活在巴
黎的律师安娜对法国 《快报》 周刊
说，人们可能只记住“解封”，而忽
略了“逐步”，疫情可能有反复。

“解封”风险

在韩国首尔，出人意料的疫情反复
迫使政府5月9日重启封锁措施——关
闭所有 2000 多家夜间娱乐场所，直
到颁布新的指令。原因是一名曾光顾
多家夜总会的青年男子上周三确诊感
染，并连带出数十例感染病例，潜在
密切接触者更是多达数千人。

法新社、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
起群体性感染事件给韩国政府带来打
击，可能会引发一些欧洲国家的思
考。“政府重启经济太过仓促？我们本
应采取更循序渐进的方法，避免开放
高风险场所——酒吧和夜总会。”韩国
高丽大学古罗医院传染病学教授金武
久表示，“此轮感染可能是第二波疫情
的开端，因为出于隐私考虑，光顾夜总
会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二联系不上。”

无独有偶，在德国缓步放松限制
之际，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5月
9日警告称，国内新冠病毒再生系数
回升到 1.1，平均每一名感染者会继
续传染给1.1人。而5月8日的再生系
数为0.83，5月6日只有0.65。德新社
指出，上周德国三家屠宰场发生严重
群聚感染事件。

“德国和韩国的新疫情凸显出当
局在重启经济时面临的风险。”美国消
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

主要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认为，如何防
止疫情反弹将是“解封”国家面临的
主要挑战。英法等国肯定会长期维持
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比如使用APP
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充足的口罩供
应等。但如果疫情快速反弹、关键职
位的公众人物感染病毒、儿童因感染
病毒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的情况
增加，势必会对公众情绪造成影响和
冲击。另外，对疫情的担忧尚未完全
消散，经济特别是消费领域想要恢复
常态仍需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