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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加强公共卫生合作、 安全合作以维护世界安全

稳定？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翁：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角力。国际互信的基础更趋脆弱。美

国作为世界霸主，却碍于本身单边主义的取向，一方面自我放弃引领全球抗击疫情的

角色；另一方面却借甩锅中国，以图在国际间弧立中国和阻遏中国的崛起。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框架下，可选择强化本身合群和勇于担当的

捍卫者角色。在国际互信仍待强化之际，中方不妨借联合国麾下国际组织的平台，扮

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并在资源上支援有关组织，广拓国际话语权。 

在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方面，中国的对外驰援，可打着联合国或世卫组织的旗号，

提供本国的物资，当可规避敌对势力的见缝插针。 

在反恐的战线上，曾经的意识形态矛盾造成的历史伤痕，一直是增强反恐互信的隐患

。尤其目前美国华府不断挑起这矛盾，并在全球散播新冷战思维。中方宜借“一带一路

” 倡议在节点国加强“民心相通”的努力。这种软实力的回酬远比基建项目的经济收益更

大。 

 

在后疫情时代， 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重振多边主义？应该如何完善全球治理？如何构建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翁：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预料会纠结在下列的节骨眼上： 

*［一］相较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已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新盟主是否

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输出本身的治理模式。 

*[ 二］新的盟主是否会延续固有的霸权秩序，以致弱小国家毫无话语的空间？ 



国际社会要重振多边主义，务须从完善联合国及其麾下的国际组织的功能着手。现阶

段美国的参与日益虚化，一些人会认为这应是中国取而代之，改变国际秩序的良机。

但基于目前国际互信的不足，中方的理想定位是凸显本身的敢于承担大任，却又不必

急于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相反的，不妨在现有的框架下，在多领域深耕国际的多边

合作，让成果、绩效说话。 

 

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充份暴露出国际合作体制的脆弱和全球治理的短板。中国以举国之

力在两个月内防控疫情，本已树立了一个举世争羡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但经西方

政客和媒体无限上纲的妖魔化，却 

成了输出意识形态的“屠城木马”。全球治理模式蒙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目前要使之

完善，就必须借助国际组织的平台，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标榜的是中国经验，而不是

中国的治理模式。以此作为中国献给国际社会参考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毕竟世界各

国的政体各异，治理模式不易复制。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完善全球治理的基础，但关健在于时机的掌握。这应该放

眼于后疫情时代。中方宜争取时间强化本身的软实力，除了善用联合国的平台，不妨

激活已渐被遗忘的G77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或以南南合作之名，加大力度进行 

）。这合乎“合纵”战略需要。 

与此同时，深耕欧盟特选的发达国家，既可符合“连横”战略之需，也可作为因应“五眼

联盟”等国在美国主导下疏远并围堵中国的替代方案。 

 

#如何认识新冠疫情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冲击？ 

 

翁：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对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防止感染

的医疗设备的大量需求，不仅其需求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医疗设施的重要性也被提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战略资源能像现在的医疗设施供应链一样

被赋予如此这般的紧迫性。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察觉了自身对中国医疗

物资供应的过度依赖后，这样的现象变得尤其普遍。 



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面临着以个人防护设备为代表的医疗设备供应不足和

不及时的问题。这促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目前的供应链。这样的

短缺问题也许还会引发疫情过后个人防护设备生产链和供应链的重新定位。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中的致命弱点，这也让全球范围的跨国界

公共卫生合作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迫切需求。并且，这样的合作对于未来可能还会

爆发的其他传染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此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在个人防护设备生产和中医药研发上具备较强能力的国家，

能够在促成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上的公共卫生组织机构协助下的公共卫生合作这

一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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