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从榜首滑落
到第五位，表现是自2013年以

来最差，当年我国也是排名第五。尽
管如此，我国的竞争力在亚洲仍然居
首，是唯一跻身前五位的亚洲国家和
地区。
　　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全球
竞争力排行榜上，我国过去连续两年都
高居榜首，今年被瑞士取代，排名第二
到第四位依次为瑞典、丹麦和荷兰。
　　IMD的最新报告指出，我国排名下
跌是经济受到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冲
击，导致生产力下降，就业率下跌，冠
病大流行也造成政府赤字和债务增加，
以致公共财政情况严重恶化。
　　我国政府在2020年总共推出五次
财政预算案，总额接近1000亿元，约
占国内经济总值的20%，以帮助企业和

国人渡过难关。在2020年，我国的总
就业人数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跌幅。
　　全球竞争力排名的下跌，反映出难
以掌控的冠病疫情，以及外部和内部各
种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冲
击，而国土面积小、人才受限及出口导
向型经济等客观条件，导致我国在这场
严峻的疫情下，在应对经济难题上比其
他经济体更吃力。
　　不过，我国在四大排名因素之一的
“经济表现”中名列前茅；在全球次要
因素（sub-factor）国际贸易和科技基
础设施这两个方面都排名第一，在另外
两个次要因素国际投资和商业立法方
面，我国的排名也很高，均排在全球第
三。
　　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经济和社会
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内外不利环境，我国经历了一场艰苦
的经济大考，而这场大考还未结束。
　　简言之，政府不仅须设法逐步恢复
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更积极地推动经济
转型，还须通过各种管道协助员工提升
技能。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给我们上了宝
贵的一课，唯有能及时灵活调整政策，
才能防范经济大起大落，尤其是避免出
现硬著陆的情况。
　　正如IMD所说，各国在应对冠病大
流行时所展现的经济韧性的强弱，皆反
映在今年的排名上。IMD报告也发现各
经济体投资在创意、数码化、福利及引
导社会凝聚力上的质量，能协助国家更
好地应对危机，在竞争力的排名上也会
更靠前。
　　2013年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滑
落至第五位时，IMD当时提出我国可以

加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援助，同时协助
公司控制成本上升的压力，就此改善我
国的竞争力。在过去几年，政府已通过
各项政策来改善这两方面的情况，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去年排名第三的瑞士，就是通过各
项经济表现的改善，使得今年排名升上
第一，特别是用力在国际投资和就业方
面。瑞士不仅在商业效率和管理作业方
面取得改善，也在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
得分世界第一，在保健和环境保护方面
的排名也升上第三。
　　IMD的报告中有值得我国关注的
地方，我国虽在经济表现位居第一，
但在全球商业效率方面从第六位跌至
第九位，在全球基础设施方面从第七
位跌至第11位。贸工部长颜金勇在面
簿上指出，IMD的报告显示我国正面

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我们不能站
着不动，将已有的经济竞争力视为理
所当然。
　　在疫情暴发初期，虽然我国采取了
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经济却无法避免
地受到冲击，因此稳住经济依然是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必须关注可持续
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各项挑战。
　　具有经济韧性不仅能保持一国的竞
争优势，也在对抗冠病大流行上有助
益，我国要继续加强这一韧性，必须制
定提高竞争力的长远愿景，拟定未来的
经济发展蓝图，包括投资在必要的基础
设施上、培养特定的专业人才；而企业
必须有能力创新以及探索和掌握新商
机，员工则必须继续自我提升技能，唯
有所有引擎都发力，才能保持住领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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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冠状病毒疾病肆虐已一年半有
余。随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SARS-CoV-2，即冠病病毒）不断变异
以绕过人体的免疫防线，它给我们带来
了不同的挑战。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
冠病病毒将与我们共存。它将继续进
化，而我们人类将继续研发疫苗和治疗
方法等抗疫机制来对抗它。在短期内，
人类与冠病病毒的抗争预计会充满变
数，疫情偶尔会因病例突然增多而反复
无常。人类和导致冠病大流行的病毒的
未来将会如何？

了解冠状病毒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冠病的病原
体SARS-CoV-2。这种病毒的起源还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以
2003年暴发的沙斯疫情来说，病毒学家也
是花了数年时间才证明蝙蝠作为原始宿
主和多个中间宿主（包括在野生动物市场
出售的果子狸）之间的动物联系。
　　然而，冠状病毒对人类来说并不
陌生，有四种季节性冠状病毒可导致
反复发作的轻度上呼吸道疾病（俗称
感冒），以及迄今为止的三种人畜共
患冠状病毒，即SARS-CoV（沙斯）、
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
CoV-2。
　　冠状病毒可感染许多物种，但人类
冠状病毒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被发现。
它们无处不在且性质温和，没有引起太
多的关注和采取治疗性干预措施的需
要。追溯冠状病毒的基因进化，有人认
为所有的冠状病毒都起源于动物，但没
有人知道它在人类宿主中存在了多久。
　　2003年的沙斯是毁灭性的，导致严
重的疾病和许多感染者的死亡。这是新
型冠状病毒出现在陌生的新宿主的常见
影响。几乎所有受感染的宿主都出现可
识别的症状，因此我们能够有效地从人
类中将沙斯隔离、控制和消灭。可是，

SARS-CoV-2的行为与其近亲有很大的不
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它将继续存
在，与我们共存，并且无所不在。

揭示冠病病毒的行为
　　SARS-CoV-2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病
毒，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足以准确预测
其发展轨迹。所有的核糖核酸（RNA）
病毒常常会发生变异，因为它并不总能
完全准确地复制其基因密码。一般认
为，冠状病毒的变异率会比流感等其他
病毒的变异率来得慢。但在现实中，我
们已看到多种病毒株的出现，生命力较
强的病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或躲
避免疫系统的特性。
　　原称B16172的德尔塔变种病毒，
目前是新加坡的主要病毒株，病例会产
生更多的呼吸道分泌物，导致传染率上
升。然而，它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则有待确定。我们已看到接种疫苗的人
被感染并传染给别人。不过，疫苗降低
了患重症的风险和潜在传播可能性。
　　在当前阶段，单靠疫苗并不能成为
防疫的唯一策略。我们须要进一步了解
是什么使我们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一
种简单的解释就是当我们拿下口罩吃喝
的时候。这些都是家中常见的活动，这
也解释了流行病学的观察结果，即近
70%的病例都来自本身的家庭。还有一
种传播情形是，通过被污染的物体或在
公共场所触摸被污染的表面，因为我们
不知道之前的使用者是谁。
　　在自然界中，人类的基因进化无法
跟上病毒进化的步伐。要对付这个病
毒，我们须要利用科技。例如，开发追
踪病毒进化和活动的方法，以了解它如
何入侵我们的身体并与之相互作用的机
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生物体，无论
大小，都在努力生存和繁殖。人类和
SARS-CoV-2都将找到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方法。SARS-CoV-2会不断进化，以摆

脱我们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等对策。疫苗
会定期更新，也许有一天，病毒会被驯
服，成为一种季节性的人类冠状病毒。

与冠病共处
　　人类天生就是群居动物，这是写在
我们的基因里的。SARS-CoV-2无意中破
坏了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了我们的社交
方式。由于人类的基因进化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我们须要借助快速发展的科技
来缓解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例如，科技
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和推广
针对这种新型病原体的疫苗，让人类能
够转向虚拟通信来彼此交流，通过人工
智能加强了数据的收集等等。虽然新加
坡有运用科技的能力，但在全球病例不
断增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独善其身。
在所有人（或国家）都安全之前，没有
人（或国家）是安全的。
　　在进入更为宽松的解封第三阶段
后，新加坡最近采取措施收紧限制。与
SARS-CoV-2的斗争是动态的，而且远未
结束。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
限制措施，以将病例数保持在可以应对
的范围内。科技使我们无须离开私人空
间就能联系，海外旅行可能会受到更多
限制，在边防采取类似于医院感染控制
做法的强化安全措施，对于防止病毒再
次传入我们这个岛国至关重要。
　　社区要保持韧性，每个人就得尽一
己之力，重新调整日常的生活方式，以
抵消病毒带来的风险。大家是否不必再
戴口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评
估。疫苗仍然是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
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良好
的习惯，如身体不适就留在家中、有呼
吸道症状就戴上口罩、咳嗽或打喷嚏时
捂住口鼻、经常洗手、在小贩中心及食
阁用餐后归还托盘、保持环境清洁、不
乱丢垃圾等。

作者是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
黄金顺译

　　2019年，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不仅以46.88亿元人民币成为当年票
房冠军，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电影工
业的能力，同时证明了一个精彩的中国
故事能够在世界叫好叫座。时间来到疫
情后的2021年5月，在中国云南省境内发
生的一场“流浪大象”的实况秀，又一
次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眼球。
　　16头野生亚洲象自去年3月从西双
版纳勐养子保护区离开，一路“象”
北，历经15个月抵达昆明，期间经历了
两头成年象脱队回归保护区，一头小象
出生，如今总共15头象的流浪大军，随着
世界各国媒体的直播报道，在中国、美
国、欧洲、中东、日本、新加坡，人们像
追看热剧一样关注着流浪大象的故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近期就强调，
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全球疫情笼
罩，中美两个大国激烈竞争，其他国家
主动或被动“选边站”的大背景下，如
何更好地展示自身的软实力，“不战而
屈人之兵”，扩大朋友圈，成为当今中
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次中国云南
的“大象真人秀”，反而在西方媒体的
广泛报道下，成为了今年中国最好的国
家公关宣传片。15个月，直线距离500公
里，随着象群迁徙而入镜的中国西南风
土人文，让世人见识到了中国的地大物
博以及壮美风景。而沿途民众对于象群
造成环境破坏与食物糟蹋，表现出的是
包容及大度，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村
脱贫致富的实效，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
与善良。
　　作为远离北上广深的边陲省份，云

南各级政府为象群沿路破坏造成近千万
元人民币的损失给予政府赔偿，并配备了
大批警力及高科技无人机进行24小时监
控，柔性引导象群前进路线，以不扰民不
扰象为前提。而经过20多年的动物保育努
力，云南境内的野生象由170头增加到超
过300头。从这样一个独特视角，更能让世
界信服中国整体硬实力的强大。
　　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曾经把中美两
个大国的竞争比喻为：两头大象打架，
草地遭殃。必须理性地看到，美国作为
二战后的第一强国，美国文化及价值观
得以向全世界输出，也因此在世界舆论
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新崛起大
国，必须找到宣传自身软实力的最佳方
式，毕竟四两拨千斤的柔力，一直蕴藏
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化之中。
　　大象作为庞然大物，哪怕是和平渡
河，也会给河水带来涟漪。中国的崛起
是美国的挑战与机遇，也与世界各国的
利益与命运相关。
　　虽然目前中美外交就病毒溯源等课
题争得剑拔弩张，但中美贸易却出现了
强势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
首四个月，中美贸易总值1.44万亿元人
民币，同期增长了50.3%；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数据是，亚细安10国已经成为中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1.72万亿元
人民币，增长了27.6%。
　　连一向咄咄逼人的西方媒体，在此
次报道“流浪大象”的过程中，都流露
出了发自内心的善意及美好，透过西方
视角的镜头与屏幕，世人看到新出生的
小象依偎着象妈妈，席地而眠，又怎会
不对这样一个保护自然、热爱生命的国
家及人民产生好感？

作者是企业集团总裁，创投家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一
代人，即中国人爱说的“70后”和“80
后”，现在已经进入拜登对华政策团
队，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乃至主导美国
对华政策。
　　这一部分人也已经引起中国学界的
关注，并有相应的详尽分析出炉。观察
家注意到，美国新生代对华政策制定者
和建言者，普遍对中国持冷静和警觉的
态度。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分析以及持续
的注意，乃至中国对美国观察的与时俱
进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加强。更进
一步说，中国国内的关注点，应该尽快
走出对老一代美国汉学家的某种“情
结”，直面新的形势。
　　就笔者的长期观察，如果就文化比
较而言，中国人比美国人重感情，更念
旧，更爱怀旧。这个特点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的温情面向，有时候也可
以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种特有方
式，即不妨“打打感情牌”。
　　但是，英语文化本质上是更为理
性、冷静、精明的商业—法律文化，
更着眼于现在的实际和未来的前景，对
过去并不特别留恋。在学术研究中也
是如此，中国人奉为大师经典的著作
及其判断，往往被美国学者看成过时
的观点。
　　表现在中国人对待美国老一代政学
两界“中国通”的态度上，也可以明显
看出，中国人非常欣赏和珍惜美国老一

代“中国通”个人对中国的善意和情
感，甚至在某些时候把维系和改善中美
关系，以及促进文化沟通的希望寄托在
他们身上。他们的逝去，往往在中文世
界引起持久的反响和纪念。
　　老一代“中国通”和美国多数人文
社科学者一样，普遍受到20世纪前半叶
的左翼思潮影响，对中国这个东方古老
文明的革命和现代化充满同情和好感。
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的坚持抵抗，与美
国的密切合作，也是赢得这些汉学家敬
意的因素。
　　笔者不久前还收到一封电邮，一名美
国人出示了自己爷爷当年作为美国空军基
地的一员，抗战期间在成都附近的几张留
影，希望笔者帮忙辨认其中一名中国军人
是不是他所认为的“李宗仁”。通过照片
比对，笔者否定了这个猜想；但是笔者告
诉他，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本人的外公当
年就作为普通四川农民的一员，在成都附
近为美军修过机场。
　　提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特定历史情
境下的中美交集及合作，以及美国学者
对中国革命的关注，是老一代汉学家和
“中国通”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情感库
存，也是一代美国人的珍贵记忆。
　　在上世纪中国处于长期封闭的情况
下，美国的“中国通”一方面坚持认
为，在二战后的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大潮
中，中国革命中追求民族独立的动机，
胜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且普遍服膺
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也认为

中国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
不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下，都比咄咄逼人
的苏联更能够让人亲近。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及由
此引发的反战风潮，继续催生出新一代
比二战一代自由派“中国通”更加激进
的左翼汉学家。在这部分人接受学术训
练的年代，出于对美国主流政治及其宣
传的逆反、对越南问题的关注，他们更
加向往封闭而神秘的红色中国。
　　体现在著述和观点中，这部分人虽
然也以美国利益为终极指向，但的确不
乏为中国辩解，有时甚至为中国想办法
的言论。另外，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通”中，还存在美国传教士在华生育的
子女，这是一个对中国有特殊情感的群
体。
　　但是，这些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思潮
和人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中
国研究者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可以
自由进出中国留学、旅行、教学、查阅
资料、合作研究，同时见证了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就，体验了中国现代化为他们
提供的便利。但是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
中，也同时失去了20世纪上半叶由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追求独立的正义性，革命
天然带有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以及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所引发的巨大
的思想和情感动能。
　　在这个激情能量消失的同时，中国
也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治理的“后革
命”状态。美国的中国研究者的对华态

度必然也趋向更加冷静务实。
　　在学术生态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
降，强大的后现代思潮，又推动美国社
科学界普遍怀疑和试图瓦解“宏大叙
事”“民族国家”“统一”等现代性的
观念，转向同情边缘群体，维护弱势者
权益，反对一切宰制的思维路径。在接
受这种学术训练的新一代“中国通”眼
里，帝制崩解以后的现代中国所追求的
再度强大和统一及其叙事，也已经成为
审视和批判，而非同情和支持的对象。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富裕，曾经
引起“同情”的因素已几近消失。中国
更多地被当成强国和对手，而不再是过
去那个多少有点被美化的东方文明和革
命中的苦难民族。随着时势转移，今天
的美国也越来越处于“以攻为守”和
“自卫反击”的态势中，须要防范和遏

制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文化心理中较强的
趋新而不恋旧的倾向，以及世界局势和
思潮本身不可逆转的巨变，导致美国的
新生代“中国通”难以复制老一辈汉学
家对中国的私人的善意或情结。新生代
并非不了解中国，也并不缺少在中国生
活的经历或足够的中文能力，但的确缺
少某种情感和憧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潮和属于
它的问题。中国人要看清这一大势变
迁，逐渐走出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或
正在走入历史的老一辈“中国通”的怀
旧情结，直面美国70后和80后新生代主
流对华外交家和学者，以及他们的社会
文化背景，更多地了解他们，因为他们
才代表当下甚至未来。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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