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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有望6月底接種四成人
各國應攜手加速疫苗生產 準備應對新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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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針對新冠疫

情防控等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日前表示，全球

實現群體免疫不能通過讓大量人群感染來實現，需要通

過疫苗達成目標。目前，中國接種新冠疫苗人口數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但接種人口

比例僅為3.56%。他引述中國疾控中心工作計劃稱，內地有望在6月底實現40%人群接種。新

冠病毒正不斷變異，一些疫苗針對變異毒株的保護力下降，單克隆抗體藥物的有效程度也在降

低，這些需要科學家合作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 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春
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
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年輕幹部是黨和國家事
業接班人，必須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
實傳人，不斷增強意志力、堅忍力、自制力，在新時
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奮勇爭先、
建功立業，努力創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
時代的業績！央視發表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
要講話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諄諄勉勵
中青年幹部切實增強學習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
作風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為廣大幹部
在新征程上不畏艱難、勇往直前提供了行動坐標和根
本遵循。

以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
快評指出，年輕幹部要以先輩先烈為鏡、以反面典

型為戒，不斷築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
想之舵；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
力、政治執行力；要立志為黨分憂、為國盡責、為民
奉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

不毀其節，以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當前，我們
在前進道路上仍面臨着許多難關和挑戰。風險越大、
挑戰越多、任務越重，越要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特別
是要以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振奮精神、激發鬥志、樹立
形象、贏得民心。
快評續指，我們黨依靠鬥爭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

鬥爭贏得未來。年輕幹部要自覺加強鬥爭歷練，在鬥爭
中學會鬥爭，在鬥爭中成長提高，努力成為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的勇士；要堅定鬥爭意志，越是艱險越向前，
泰山壓頂不彎腰，不屈不撓、一往無前；要善鬥爭、會
鬥爭，既要見微知著預判趨勢，又要分清主次把握大
勢，還要增強底線思維，善於總結經驗、把握規律，練
就鬥爭的真本領、真功夫。
快評最後指出，我們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殷切囑

託，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要
不斷增強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接過艱苦
奮鬥的接力棒，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繼續勇挑重擔、苦
幹實幹，切實把奮鬥精神貫徹到進行偉大鬥爭、建設
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全過程，形
成競相奮鬥、團結奮鬥的生動局面，以優異成績迎接
建黨一百周年。

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祖國
的飛速發展提供廣闊天地，海歸人才返鄉發展
的熱情持續升高。最新報告顯示，海歸群體已
由2000年的13萬人增長到2019年的423.17萬
人，增幅超過31倍。此外，中國對於外國留學
生而言吸引力也越來越大，有望取代英國成為
為全球第二大留學目的地國。
由全球化智庫（CCG）與西南財經大學發展
研究院共同編著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20
至2021）》藍皮書顯示，海歸人員增速正顯著
提升，1978年度至2019年度，中國各類出國
留學人員累計人數為656.06萬人，490.44萬人
已完成學業，423.17萬人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回
國發展，佔已完成學業群體的86.28%。特別是
近20年來，海歸群體已由2000年的13萬人增
長到2019年的423.17萬人，增幅超過31倍。
藍皮書還指出，當前美國依然穩坐全球留學目
的地國首位，英國第二，但美國與英國分別遭遇
留學人數持續增長的拐點。根據IIE（美國國際
教育研究所）最新發布的《2020年門戶開放報

告》統計數據，2019學年至2020學年在美國接
受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為1,075,496人，同比
2018學年至2019學年下降1.8%，是2008年經濟
危機後赴美留學人數的首次下降，再創「特朗普
政府」執政以來的新低。
在英國，脫歐後的留學費用、工作簽證和移民

體系的對接，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歐盟青年赴英留
學的積極性。根據IIE「Project Atlas」統計數
據，2018學年至2019學年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的
國際學生為496,570人，同比下降2.0%，出現
2014學年至2015學年連續正增長以來首次逆轉。

中國為全球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
中國繼續保持全球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位置，且

有望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留學目的地國。根據
IIE「Project Atlas」統計數據，2018學年至2019
學年在中國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國際學生為
492,185人，同比增長0.6%，增幅較2017學年至
2018學年下降9.9個百分點。來華留學在經歷了近
10年的快速發展後，進入了提質增效的新階段。

近廿年海歸人數增逾31倍
央視
快評

清華大學與布魯金斯學會日前共同舉辦
「快速復甦的正軌：中美新冠疫情防

控與治療合作」論壇，中美兩國的公共衞生
和醫學領域的頂尖專家，就醫學和研究合
作、疫苗研發等議題展開討論。

內地6疫苗進入III期臨床
鍾南山表示，為了能夠讓經濟復甦、讓
學校復學、讓社會活動逐漸恢復，不能長期
把整個國家封閉起來，因此需要形成群體免
疫。全球實現群體免疫不能通過讓大量人群
感染來實現，需要通過疫苗達成目標。他表
示，內地目前有60個新冠疫苗項目正在進
行，其中6個進入III期臨床階段。

「可能每年都需再打疫苗」
鍾南山強調，當前最關鍵的是，疫苗應
盡快接種、接種人越多越好。疫苗接種花的
時間越長，越可能有更多的變異毒株，這是
非常重要的。各國應加速疫苗的生產，並準
備應對新的毒株，這需要國際攜手合作。此
外，在防控疫情的同時，各國還應恢復經
濟、開放經濟。「新冠病毒未來是否可能成
為流感型的疾病，我們還不能確定，但可能
我們每年都需要再去打疫苗」，鍾南山說。

高福:或明夏回到「正常生活」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亦強調了疫苗的
關鍵性。他表示，應該會很快看到全球確診
人數的增長迅速放緩。最關鍵的是，重點人
群必須要盡快得到疫苗接種，包括醫療人
員、公共衞生方面的專業人士等。越多的人
接種疫苗，就會越快達到群體免疫。他判
斷，新冠病毒可能讓人們再也無法回到過去
的「正常狀態」。但是，相信人們會進入到
跟此前的「正常」相當接近的狀態，也許明

年夏天可以達到這個階段。

吳尊友:全球疫情已過最高點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

家吳尊友則表示，現在全球每天仍有30萬
至40萬例新增病例，但全球疫情已經過了
最高點，從1月中旬開始就有所緩解。「新
冠疫情發展的未來走向將取決於三個因素：
國家和社會採取的公共衞生措施、疫苗接種
的覆蓋率，以及疫苗能提供多長時間的保
護。」

張文宏:要進行超越政治局限全球合作
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

文宏表示，在全球的疫苗接種方面，截至
2021年2月中旬，美國、英國已經達到了
30%的疫苗覆蓋率。但是，目前全球的疫苗
接種非常不平衡，只有在歐美，以及中國和
俄羅斯這樣有生產疫苗能力的國家，有可能
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因此，一定要進行超
越政治局限的全球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臨近
召開。首都嚴格進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第五十五次
會議強調，要堅持外防輸入和常態化防控不放鬆，持續
做好入境進京人員「14+7+7」健康管控，嚴格進口冷鏈
貨物監管。
「14+7+7」健康管控是指北京口岸入境人員在14天集
中隔離期滿後，繼續開展7天居家或集中隔離，期滿後再
進行7天健康監測；內地其他口岸入境人員滿21天方可
進京，進京後補足7天健康監測，未滿21天已進京的補
足7天居家或集中隔離、7天健康監測。北京要求加強進
京人員篩查和健康管理，同時加強學校疫情防控，強化
返校師生員工及其家庭成員健康摸排。
做好全國兩會防疫服務保障工作，北京將對駐地、交

通工具等加強消毒通風，對參會人員和服務保障人員做

好健康監測，完善應急處置預案，為全國兩會營造良好
環境。在北京中心城區，從上月底開始，武警已在多個
地鐵站口駐守、維持治安秩序。

246萬人完成兩劑接種
此外，北京要求按照時間節點，安全有序推進疫苗接

種，做到「應接盡接」「應快盡快」。據北京疫苗接種
工作組消息，截至昨日下午2時，全市累計接種765萬劑
次，累計接種逾500萬人，其中264萬人完成兩個劑次接
種。
據悉，自春節起，北京各區陸續開展大規模人群新冠疫苗

接種，隨着疫苗接種提速，目前北京海淀、朝陽等多個轄區
接種量已突破百萬支。北京還將進一步加強疫苗研發、生
產、供應、流通、接種等全流程監管。

京多措內外防疫
逾500萬人接種

●●鍾南山鍾南山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時間3月2日晚9時，
鍾南山院士在廣州出席由愛丁堡大學組織舉
辦的國際疫情防控專家研討會，與美國著名
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博士進行連線對話，探討
全球抗疫合作等話題。相關內容如下：

關於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
福奇博士認為，面對疫情，經濟停擺和恢

復必須要同公共衞生防疫的要求匹配起來，至
於如何找到經濟和防疫之間的平衡，需要開展
有效的政治說服，需要多個學科，包括社會科
學、政治科學界聯合起來，找到真正有效的解
決辦法，「比如現在多個國家的經驗已經證
明，疫苗對抗疫情是有效的。但這必須要基於
全球合作。有效的疫苗和診療方法不能只掌握
在富國手裏，而要開展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
合作。」福奇博士指出，全球合作之所以重
要，第一個原因是出於道義責任，第二個原因
在於病毒變異。僅僅一個國家的成功防疫是不
夠的，如果不開展跨國合作，病毒會在跨國傳
播中快速變異，反過來又會衝擊已經成功防疫
的國家。「面對快速變異的病毒，沒有一個國
家能獨善其身。」

鍾南山院士非常同意福奇博士關於「重啟
經濟不能操之過急」的觀點，他表示，中國
和其他國家相比，在每百萬的確診病例數據
比較中，以及每百萬的死亡人數的情況，中
國的人數都是最低的。去年全球各個國家的
GDP都有所下降，中國的GDP在去年上半年
也有所下降，但在下半年恢復了正常的經濟
發展。中國採取的措施就是嚴格的疫情防
控，中國的政策是「除非疫情能夠得到基本
的控制，不然就不會重啟經濟活動。」他引
用福奇常用的一句話「對重啟經濟活動不能
搶跑」。

關於疫苗與群體免疫
針對眾說紛紜的「群體免疫」，鍾南山院

士表示不能夠用一些不科學、不人道的「自
然免疫」手段達到群體免疫效果。隨着疫苗
的研發和陸續上市，「我覺得至少要有 2
（年）-3年的時間才能做到世界範圍內的群
體免疫」。鍾南山院士認為變異的病毒對疫
情防控形成了巨大的挑戰，也會讓疫苗的效
力大大降低。「我們需要全球的合作，這樣
我們才能把我們的研究工作推進一步，也能
夠設計更好的疫苗來防止變異。」現在有些
疫苗已經在研發中，中國已有3款疫苗被批
准有條件上市，1款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

關於經驗與教訓
福奇博士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

在疫苗注射和自然防疫方面有一個很好的平
衡。我們不能夠操之過急，如果操之過急，
恢復所謂的正常的生活，我們就很可能會面
對疫情的反撲，就可能會有很大的風險，但
如果動作太慢，也可能會是一個痛苦而緩慢
的過程。

鍾南山院士表示，我們從18年前非典中吸
收了教訓和經驗，所以我們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的時候，能夠早期做出一些反應，比如說
封城以及在社區阻斷疫情的傳播。「所以我
們不能夠操之過急，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
考慮什麽時候能夠復工復產，去年一直到疫
情基本得到控制的2個月後，我們才重新開

放經濟活動及復課。在這方面我們作出很嚴
格的規定，我覺得很多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
規則不夠嚴格，所以就導致了過於快地復工
復產，疫情就再次反撲，這是很多其他國家
的人民所經歷的問題。」

關於全球合作
鍾南山院士認為，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敵

人，假如新冠還在個別國家蔓延，那麽新冠
肺炎就不可能在全世界得到控制。這就意味
着我們還要共同地面對新冠。我們想終止這
個疫情，就需要由每個國家的決策層基於科
學、基於證據去進行恰當的決策，大家都盡
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們需要全球的團結。

福奇博士覺得現在我們有很清楚的一點就
是我們要保持這種團結合作的精神，用這種
精神來推進全球衞生健康網絡和這方面的工
作，應該要讓每一個國家都參與到這個過程
中，而且每一個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都要學習
和吸收這些痛苦的經驗，十年之後、二十年
之後，我們都不能忘記經驗教訓。

對於全球合作，福奇博士表示樂觀，「之
前其實一些全球合作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麻疹和脊灰，無論是大範圍還是小範
圍，都有各方面的例子，所以具體到新冠，
我覺得沒什麽理由產不出成功的例子。」

鍾南山院士表示，全球合作、團結一致是
最重要的，要認清我們的共同敵人。「通過
合作，可以進行更多的溝通，這就像氣候的
問題、空氣質量的問題，我們所有人的目標
是一樣的，所以要合作、一起努力，這很重
要。」

鍾南山院士認為，要實現全球合作這一目
標，需要由世界衞生組織牽頭協調。「現在
拜登總統上台之後，也聲明了美國會重返世
衞，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更有助於我
們應對各種各樣的傳染性疾病，所以我們需
要團結起來一起合作，在世衞組織的協調下
一起合作，我們也一直建議大家提高對世衞
組織的資金的支持，世衞組織可以更好地發
揮疫苗公平分配的角色。」

一年以後的預測
福奇：在一年之內，我們不可能讓全世界

的人都打上疫苗，但我預測我們已經能夠較
好地控制疫情了，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措
施，有一些步驟讓我們逐漸地取得了正常的
社會生活，我們的經濟能夠復甦，而且社會
也能夠得到一個比較良好的發展。我們的跨
國境的旅遊、旅行也能夠重新出現。

鍾院士：一年以後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但
不認為一年後能夠根除疫情或者這類疾病，我
們還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比如病毒的變異可
能會出現，比如說也會有新的感染病例。但我
個人對於未來還是很樂觀的，因為我覺得我們
的方向還是對的，大部分國家目前的傳染病例
正在減少。但是一年以後會是什麽樣的情況還
是很難預測的，但一年以後所有的情況都會比
現在要更好，朝着一個好的方向，我們還需要
更多的努力，全世界各地的專家還需要通力合
作，能夠開發出新的藥物、新的抗體、新的更
有效的疫苗，這些都是我們要恢復正常的社會
生活的必要前提。總結一下，我很難預測一年
以後會怎麽樣，但是我覺得會比現在好。

來源：廣州市新聞辦

鍾南山對話福奇


